
12 责任编辑 常丽君 国 际
2022年 10月 14日 星期五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记者 张梦然

外眼看中国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根据技术监测网（Tech Monitor）对创新

研究公司 GreyB 提供的最新专利申请的独

家分析，中国边缘计算行业中的创新在过去

一年中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在过去一年中，

提交边缘计算专利申请最多的 10 个组织中，

有 7 个属于中国，排名前 10 的大学全部归属

于中国。

这一创新是由中国 5G 的快速部署及其

对智能电网的追求所推动的。

展 望 未 来 ，Linux 基 金 会 预 测 ，到 2028

年，全球 38%的边缘计算基础设施将位于亚

太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预计将成

为该地区采用边缘计算的重要参与者。根

据该报告，预计西欧国家也将成为主要贡献

者，占全球边缘基础设施的 29%，而美国将

占 21%的份额。

中国的边缘计算优势

5G 网络的广泛覆盖被认为是边缘计算

的关键推动因素，因为大多数边缘设备需

要超低延迟来实时处理和分析大容量数据

传输。

尽管中国在 2019 年 10 月推出了首个商

用 5G 服 务 ，比 美 国 、韩 国 和 瑞 士 晚 了 6 个

月，但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在不到 2 个月的时间内建成了 15 万个新的

5G 基站。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公布的

数据，到 2021 年底，中国有超过 100 万个 5G

基站。相比之下，自 2019 年以来，美国仅安

装了 50 万个 5G 基站。

数字基础设施供应商 Sempre 的首席执

行官、美国空军前准将罗伯特·斯伯丁博士

认为，美国政府目前并不认为边缘计算是一

个战略问题。他说：“这个行业更适合他们

今天的业务，而不是国家明天需要的业务。”

斯伯丁说，美国电信公司仍然专注于

当今的电信模式，也就是使用 4G 和 5G 混

合网络为智能手机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他

们还没有探索纯 5G 网络的可能性，包括边

缘计算。“作为基于标准的软件定义网络系

统，你并没有真正获得 5G 的全部功能。”他

说，中国利用独立 5G 技术的方式使他们摆

脱了许多内置于旧电信网络中的硬件专用

技术。

斯伯丁认为，这将使中国的科技巨头能

够为未来十年的数字创新设定方向。像腾

讯、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国公司将在 5G 时

代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实际上正在部署

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边缘设备。

智能电网推动中国边
缘计算创新

创新研究公司 GreyB 提供的与边缘计算

有关的最新专利申请数据显示，中国产业界

正利用其庞大的 5G 基础设施以巨大的效果

推动创新。该公司首席研究员苏桑特·库玛

尔认为，虽然专利数量只是一个国家创新的

指标之一，但当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时，它们

也可揭示创新的步伐和目标。

自 2021 年第一季度末以来，边缘计算专

利 申 请 最 多 的 十 大 组 织 中 ，有 7 家 位 于 中

国。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申请的专利最多，共

有 456 项，其次是广东电网公司和美国芯片

制造商英特尔。

这表明，中国对智能电网的追求有助于

解释其在边缘计算方面的进步。2016 年，中

国发布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要

求在包括智能电网在内的众多战略技术领

域成为全球领导者。

这一雄心壮志的结果可在包括中国东

部港口城市青岛在内的城市中看到，中国

“最大的 5G 智能电网”据称可“在几毫秒内

消除配电线路的故障”，并显著降低 5G 基站

的功耗。

“由于其陆地面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电网系统，因此它需要数十亿台设备和

高压线路来提供电力。”边缘计算服务提供

商江行智能创始人刘江川教授解释说，“如

果你考虑实时监测这些电力线，如果你想

对这些电网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使其成

为可靠的能源，边缘计算将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

刘江川解释说，国家电网最重要的创新

之一是提高能源网络在戈壁沙漠等恶劣环

境中的弹性。“过去，你必须将人员送到这些

偏远地区来维护网络，但今天，人们正试图

用由边缘计算驱动的实时监测系统取代使

用电池的老化监测设备。”

大学成边缘计算生态
系统关键节点

中国历史悠久的大学也已成为边缘计算生

态系统中的关键节点。GreyB的数据显示，自

2021年3月以来，专利申请最多的十所大学都位

于中国，北京邮电大学以189项专利位居榜首。

刘江川将此归因于中国的学术界从纯

粹专注于研究的被动行为者，转变为引领全

球技术的积极参与者。

“大约 20 年前，中国的大学相当脱节，但

今天，它们在先进研究出版物方面已经无缝

融合并赶上了世界其他地区。”刘江川解释

说，人们还意识到，学术界应该与工业界合

作，真正部署现实世界的系统，并将他们的工

作整合到工业产品中。“这就是为什么近年

来，你会看到中国大学积极参与行业产品开

发，你会看到许多大学教授担任私营部门的

顾问、首席执行官或首席科学家。”

中国边缘计算行业创新突飞猛进

科技日报北京10月 13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将传统或量子计算速度最大化的关

键在于了解电子在固体中的行为。据一项发

表在 12 日《自然》杂志上的研究，美国密歇根

大学和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

捕捉到了电子在几百阿秒（1阿秒=10-18秒）内

的运动，这是迄今为止最快的速度。

观察到电子以阿秒级的增量移动，有助于

将处理速度提高到目前可能速度的 10 亿倍。

此外，这项成果还为多体物理的研究提供了一

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工具，使人们能够设计具

有更精确定制属性的新型量子材料，为未来的

量子信息技术开发新的材料平台。

研究人员表示，计算机处理器以千兆赫

的速度运行，这相当于每一次操作耗时十亿

分之一秒。在量子计算中，这是极其缓慢

的，因为计算机芯片中的电子每秒碰撞数万

亿次，每次碰撞都会终止量子计算周期。“为

了提升量子计算的性能，我们需要的是快 10

亿倍的电子运动速度的快照。现在，我们做

到了。”

为了观察二维量子材料中的电子运动，

研 究 人 员 通 常 使 用 聚 焦 极 紫 外 线 的 短 脉

冲。这些爆发可以揭示围绕原子核的电子

的活动。但是，在这些爆发中携带的大量能

量阻碍了科学家对穿过半导体的电子的清

晰观察。

为了观察自由电子在固体中的超快运

动 ，研 究 人 员 开 发 了 一 种 新 型 的 阿 秒“ 秒

表”。这个“阿秒钟”的“钟摆”是两个光脉冲，

一个是与电子的状态相匹配的能量脉冲，另

一个是导致状态改变的脉冲。他们基本上可

以拍摄这两个脉冲如何改变电子的量子态，

然后将其表达为时间的函数。

双脉冲序列允许研究人员进行时间测

量，其精确度比加速电子的太赫兹光周期的

百分之一还要高。这种高精度的测量是令人

难以想象的。

量子材料可能具有强大的磁性、超导或

超流体相，而量子计算则具有比经典计算机

更快解决问题的潜力。要想使潜力变为现

实，就要从基础观察科学开始。研究人员表

示，研究固体中的电子运动如何在最基本的

层面上发挥作用，可能引导人们朝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

“阿秒钟”以迄今最快速度观测自由电子运动
将使量子计算处理速度比经典计算机快 100万到 10亿倍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日报道，德国天体物

理学家称，他们通过分析“盖亚”探测器提供

的 数 据 ，或 许 发 现 了 银 河 系 的“ 古 老 心

脏”——银河系内所有恒星和行星围绕这一

古老的原始核生长。相关研究近期发表在预

印本服务器 arXiv上。

银河系内 18000 颗最古老的恒星位于人

马座，来自银河系的原星系（由气体和尘埃

组成的原始质量体），125 亿年前，年轻银河

系内的第一颗恒星由此形成。研究人员发

现，这群古老恒星的质量约占银河系总质量

的 0.2%。

为发现这一“古老心脏”，天文学家利用

了欧洲空间局（ESA）“盖亚”探测器提供的数

据。“盖亚”于 2013 年发射升空，重 1630 公斤，

目的是绘制最详细、最准确的银河系地图。

寻找银河系“古老心脏”之旅始于搜索银

河系内最拥挤的区域，以寻找与大约 130亿年

前的银河系“同龄”的极少量恒星。为发现这

一小撮恒星，研究人员分析了“盖亚”收集的

200万颗恒星的数据，这些恒星位于银河中心

30 度范围内，质量较低、寿命较长、金属含量

较低。最终，他们绘制出银河系赖以生长的

“古老心脏”。

研究人员表示，发现银河系“古老心脏”

揭示了两件事：首先，与年轻恒星相比，原星

系中的恒星围绕星系中心旋转的幅度要小得

多；其次，尽管与较小的星系多次合并，但位

于银河系中心的恒星并未受波及。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进一步分析这部分

“古老心脏”，揭示更多与银河系有关的信息，

比如超新星。这些超新星必须在其形成期间

爆炸，才能产生人们今天看到的早期化学元

素的比例。

该研究负责人之一、马克斯·普朗克天文

研究所天文学家汉斯·沃尔特·里克斯表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基于理论和模

拟），银河系内最古老的一批恒星位于星系的

正中心，我们的发现则证明，它们数量众多。”

“盖亚”或发现银河系神秘“古老心脏”
包含 18000 颗恒星 质量为星系的 0.2%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据近

日 发 表 在《自 然·纳 米 技 术》上 的 论 文 ，美

国 纽 约 市 立 学 院 发 现 与 创 新 中 心 和 物 理

系 宣 布 ，他 们 通 过 将 光 耦 合 到 超 薄 二 维

磁 体 上 ，观 察 到 一 种 新 型 磁 性 准 粒 子 。

这 一 突 破 有 望 为 材 料 科 学 带 来 新 策 略 ，

即 通 过 材 料 与 光 的 强 烈 相 互 作 用 来 设 计

人工材料。

领导这项研究的纽约市立学院物理学家

维诺德·M·梅农说，要实现高效磁光效应，用

磁性材料结合他们的方法是一条有希望的途

径。高效磁光效应可用于日常设备中，如激

光或数字数据存储。

研究论文主要作者弗洛里安·迪恩伯格

博士认为，他们的工作揭示了光和磁性晶体

之间的强烈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

上未被探索的领域。“近年来的研究产生了许

多原子平面磁体，非常适合用我们的方法进

行研究”。

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预测，磁子可以

相互作用并合并形成新的准粒子。他们利用

散射的中子在实际材料中寻找这些多个磁振

子的“束缚态”。

关于磁性准粒子的影响，科学家们预测，

磁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 3 种新的磁子束

缚态。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还没有在实际材

料中看到超过两个磁振子捆绑在一起。这种

观测的缺失使人们对 3 个磁子束缚态的存在

产生了疑问。

在 这 项 研 究 中 ，一 种 被 称 为“ 氧 化 锰

钠 ”的 材 料 代 表 了 第 一 种 反 铁 磁 性 、矩 排

列 的 反 平 行 材 料 ，它 拥 有 3 个 磁 子 束 缚

态 。 这 表 明 这 样 的 准 粒 子 足 够 稳 定 并 可

以形成。

此外，利用多个磁振子束缚态作为量子

信息的载体对于未来的量子技术是必不可少

的，本研究为研究这些新的准粒子的形成和

性质提供了一种模型材料。

未来，该团队计划扩大这些研究，以了解

当量子材料被放入光腔时量子电动力学真空

所起的作用。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爱

德华多·巴尔迪尼评论道：“我们的工作为研

究稳定热力学平衡中没有对应物的新型量子

相铺平了道路。”

物理学家观察到一种新磁性准粒子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3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发表的一项神经科学研

究发现，人类干细胞来源的类脑组织能与

新生大鼠的大脑整合，还会影响其行为。

研究结果或能提高人们构建人类神经精神

疾病实际模型的能力。

人类干细胞培养的大脑类器官是一种

很有潜力的平台，可以模拟人类发育和疾

病。然而，体外生长的类器官缺少在真实

有机体中存在的各种连接，这会限制类器

官的成熟，让它们无法与其他控制行为的

神经环路整合，因而会影响类器官模拟具

有遗传复杂性和行为特征的神经精神疾病

的能力。之前的研究试图将人脑类器官植

入成年大鼠的大脑，但这些细胞在植入后

无法完全成熟。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此次将人脑

类器官植入新生大鼠大脑的体感皮层中，

体感皮层是负责从全身接收和处理感觉信

息的脑区，包括触觉。他们发现，该类器官

能发育成熟，部分能与神经环路整合，并在

大鼠大脑中具有功能性。这种整合让研究

人员能在人细胞的活动与动物习得行为之

间建立关联，证明植入的神经元可以调节

大鼠的神经元活动，并能诱导追求奖赏的

行为。

此外，在研究人员转动大鼠胡须时，该

类器官中的一组神经元出现了活动迹象，

说明植入的神经元能对感觉刺激产生反

应。他们还发现，在植入来源于 3 名蒂莫

西综合征（一种与心脏问题有关的严重遗

传病）患者的细胞时，特定的神经元缺陷会

被凸显出来，说明这种植入技术能揭示之

前未知的疾病特征。

研究团队表示，该技术或能作为一种

很强大的资源，补充对人脑发育和疾病的

实验室研究。进一步研究有望让人们利用

患者来源的细胞，揭开本来无从了解的疾

病特征。

这次惊天动地的“人鼠大脑结合”，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团队观察到当他

们刺激该类脑器官时，可以训练大鼠的

奖励相关行为，比如舔舐水等，而没有接

受移植的大鼠则不会有类似的反应。这

说明：人脑类器官已经参与到了大鼠的

“学习”中，而且人脑类器官在它的宿主

体内形成了合适、成熟的组织。这一成

果不但将类器官研究推向了全新高度，

还意味着，一个更贴近现实的疾病研究

系统正向人类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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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法国科学家

在最新一期《自然·天文学》杂志上撰文指

出，他们的新研究表明，古代火星地面之下

可能曾经存在大量微生物。如果这些简单

的生命形式真的存在过，它们会深刻地改

变火星的大气层，在火星上引发冰河时代

并因此窒息而亡。

在该研究中，巴黎索邦大学博士后研

究员索特里及其团队表示，他们使用气候

和地形模型来评估约 40 亿年前火星地壳

的宜居性。他们认为，那时火星上布满了

水，比现在的火星更宜居。

索特里团队推测，当时火星地下可能

拥簇着很多噬氢且产甲烷的微生物，他们

位于火星地表之下几十厘米，这一位置足

以保护它们免受强烈辐射的伤害。火星上

任何没有冰的地方都可能聚集着这些微生

物，就像它们在早期地球上一样。但在火

星生命的初期，火星稀薄且富含二氧化碳

的大气会吸收大量氢气，导致气温降低，随

着火星上的气温骤降至零下 200℃左右，

为了生存，栖息于火星地表或附近的生物

都会尽力向下深入，把自己埋得更深，最终

导致自身灭绝。相较之下，由于地球大气

中氮占主导地位，地球上的微生物可能有

助于维持温和的气候条件。

何处是找到火星曾经存在生命的最佳

地点呢？法国研究人员的答案是，尚未探

索过的“赫拉斯盆地”以及位于伊希地平原

西北边缘的耶泽罗陨石坑。

古代火星地下或曾有微生物聚集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仰望

夜空中的月亮，大概无人会想到它正慢慢

地远离地球。1969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阿波罗计划在月球上安装了反光板。

数据表明，目前月球每年都在以 3.8厘米的

距离远离地球。

如果按月球目前的远离速度向前追

溯，最终会推断出，地球和月球大约在 15

亿年前曾在一起。然而，月球是在大约 45

亿年前形成的，这意味着月球目前远离的

速度远比过去要快。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和瑞士日内瓦大学

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可揭示月球逐渐“远

去”的长期历史。这并非来自对月球本身

的研究，而是来自于读取地球上古老岩层

中的信号。相关研究发表在最近的《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在澳大利亚卡里吉尼国家公园，一些

峡谷中有着25亿年前的分层沉积物。这些

沉积物由独特的铁层和富硅矿物组成，曾

经广泛沉积在海底，现在在地壳最古老的

部分发现。如乔弗瑞瀑布悬崖，就显示出

红棕色铁层与更暗条层错落相间的纹理。

1972 年，澳大利亚地质学家 A.F.特伦

德尔提出，这些古老岩层的周期性模式可

能与所谓的“米兰科维奇周期”导致的过去

气候变化有关，这种周期是每 40 万年、10

万年、4.1 万年和 2.1 万年变化一次，对气

候、动植物迁徙和进化都造成影响。这些

变化的特征可通过沉积岩中的周期性变化

来解读。

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与米兰科维奇

周期之一，即气候岁差周期的频率直接相

关。这个周期是由地球自转轴的摆动或随

时间变化的方向引起的。这一周期目前的

持续时间为 2.1万年，但在过去月球离地球

更近的时候，这一周期会更短。

对澳大利亚带状铁构造的分析表明，

这些岩石包含多个尺度的旋回变化，大约

以 10 厘米和 85 厘米的间隔重复。将这些

厚度与沉积物的沉积速度结合起来，研究

人员发现这些周期性变化大约每 1.1 万年

和 10万年发生一次。

因此分析表明，在岩石中观察到的 1.1

万个周期可能与气候岁差周期有关，其周

期比目前的约 2.1 万年要短得多。使用这

个岁差信号来计算 24.6亿年前地球和月球

之间的距离，研究人员发现，当时月球距离

地球大约 6万公里。

月球在过去25亿年里不断远离地球

白色、红色和蓝灰色岩石的交替层，这
些变化隐含了地球岁差周期的信息。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对话》杂志

准粒子是指一种物理概念，其中高度受
激状态的物质本身被视为基本量子粒子。

图片来源：每日科技网站

阿秒计时（艺术概念图）。蓝色和橙色光
表示电子相互碰撞，产生光爆发。

图片来源：布拉德·巴克斯利/parttohole.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