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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北京 2 月 22 日电 （记

者张梦然）据英国《自然》杂志 22 日报

道，谷歌科学家团队改善了量子计算

机的纠错能力，演示了随着纠错规模

增加，错误率反而降低的量子计算。

这项工作意味着人们向可扩展的量

子纠错更进一步，使量子计算机达到

以足够低的错误率运行可用量子算

法的水平。

量子计算机和经典计算机一样，容

易发生其背后物理系统“噪音”（或干

扰）导致的错误，实现其潜能需要降低

错误率。一种量子纠错方法是用所谓

“纠错码”，即使用一组物理量子位（量

子信息单位，相当于经典计算机的比

特）形成一个逻辑量子位。这个系统称

为表面码逻辑量子位，可以检测和纠正

错误而不影响信息，但扩展这样的系统

意味着操作更多量子位，这可能引入更

多逻辑错误。为使逻辑性能随着编码

规模增加而改善，总体的纠错需超过增

加的逻辑错误。

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团队研究人

员哈姆特·耐文及其同事，此次展示了

一种逻辑量子位表面码，可以在系统规

模增大时降低错误率。他们建造了一

个 72 个量子位的超导量子处理器，用

两种不同表面码做了测试：一种称为

distance-5 逻辑量子位（基于 49个物理

量子位），另一种是较小的 distance-3逻

辑量子位（基于 17 个物理量子位）。较

大表面码展现出能够实现更好的逻辑

量子位性能（每周期 2.914%逻辑错误），

优于较小的表面码（每周期 3.028%逻辑

错误）。

研究团队指出，还需要更多研究实

现有效计算所需的逻辑错误率，但目前

这项工作，向人们展示出未来量子算法

开发的基本要求。

向 可 扩 展 算 法 更 进 一 步

“量子人工智能”研究获新进展

2 月 15 日，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

员会（EFI）向总理朔尔茨递交了关于德

国研究、创新和技术绩效的年度报告。

通过比较分析德国创新体系在国际间

的优势和劣势，EFI 对德国未来的创新

政策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由总理府负

责人亲自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

的创新合作等。EFI强调称，德国的“创

新政策也需要一个转折点！”

研究和创新环境亟待改善

1 月 6 日，德国著名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宣布，将在英国而不是德国

进行个性化的癌症疫苗研究，并计划在

剑桥设立一个由 70 名科学家组成的实

验室来实施该项目。BioNTech公司强

调其选择在英国进行临床试验，是因为

英国对研究更加友好的整体环境。英

国在疫情期间快速批准并推动新冠疫

苗的接种，并且在基因分析能力方面处

于全球领先水平。

德国专家则分析认为，BioNTech

的选择不是因为德国缺乏资金、医疗

基础设施和技能，而是因为数字化不

足，行政程序迟缓，与其他欧洲国家

相比，德国临床研究的行政工作量也

要大得多。这些繁文缛节严重阻碍

了德国的医药健康研究，使得科技创

新不能很快得到应用。该事件从一

个侧面揭露了德国作为研究和创新

地点的不足，也给德国的创新政策敲

响了警钟。

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主席、

耶拿大学的经济学家乌维·坎特纳教授

说：“我担心 BioNTech不会是最后一家

将其研究活动转移到国外的公司。”这

种担忧不仅仅适用于制药行业。其他

创新行业也受到影响。目前为止，德国

很少考虑某些法规如何影响发明和创

新活动，例如数据保护相关法规的不明

确就会增加企业的研发成本，甚至可能

会阻碍创新。如果德国想作为面向未

来的关键技术的发源地，就必须迅速而

根本地进行改进。

重大转型急需战略协调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政府不仅

面临相关的新安全政策挑战，还必须应

对气候变化（脱碳）和数字化等重大转

型。EFI 强调，德国政府在这方面取得

的进展有限。转型不仅需要大量技术

和社会创新，来自不同政策领域的广泛

措施还必须协同工作。然而，现实情况

表明，德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各自为政

的“筒仓心态”似乎仍占主导地位，围绕

创新和转型的政策和战略很难相互衔接

和协调。

借 鉴 2022 年 德 国 的 年 度 关 键 词

“时代转折点”，坎特纳说：“创新政策也

需要一个转折点！这是在企业和社会

中营造乐观精神的唯一途径，这对于实

施转型极为重要。”鉴于不断出现的新

危机，研究和创新预算不断增加的时代

可能已经结束。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

在资金上，德国都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

进行政策协调。要想取得进展，德国迫

切需要一种新的、灵活的政治风格和合

适的治理结构。

EFI为此建议德国联邦政府设立一

个常设的未来委员会，以协调各部门的

创新和转型相关战略。例如未来的研

究和创新战略、数字战略和创业战略

等。坎特纳表示，这些重要的任务无法

通过内阁会议或个别部门的协调得到

充分执行。按照 EFI 的构想，未来委员

会应设在联邦总理府，由总理府负责人

来领导，并定期向联邦内阁和联邦议院

报告。委员会的常任成员应包括那些

深度参与创新和转型相关问题的部长，

同时可临时咨询其他部长。

深挖自身创新潜力

此外，EFI 还认真分析了德国在研

究和创新方面的弊病。首先是军事和

民用研究之间过于严格的分离。这意

味着德国错失创新动力。坎特纳强调，

在其他国家，军事部门的研究活动为民

用部门的创新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反之

亦然；其次，德国必须更好地利用太空

旅行的潜力。太空技术和产品在民用

和军事方面的广泛应用证明了太空旅

行的巨大战略意义，德国有必要在欧洲

层面考虑太空旅行的技术主权；最后，

EFI还呼吁进一步开发德国专利商标局

和欧洲专利局的数据库，例如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受专利保护的技

术和相关贸易伙伴。

不过，从旁观者的角度看，EFI对德

国自身创新环境的评价或许也是一种

自我鞭策。目前而言，德国依然是欧洲

大陆科研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地方。得

益于多年来的大量投入，德国的科研机

构实力雄厚，在可预期的将来会继续成

为科研和创新的高地。至于转型战略

提出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即便未来

委员会得以建立，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

也绝非易事，德国可能还需要为此付出

更多的努力。

研 究 与 创 新 专 家 委 员 会 建 议 ——

德 国 需 要 改 进 创 新 政 策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2日电 （记者

张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22 日发表的

一篇论文，报道了在大爆炸后约 5 亿—

7 亿年形成的候选大质量星系群。这

些星系的质量超出了一直以来人们对

早期星系质量的预期。观测结果来自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詹姆斯·韦布空间

望远镜公布的首批数据，其为早期星系

形成提供了新的认知。

之前曾在红移 z~6 的范围里发现

了恒星质量达太阳 1 千亿倍的大质量

星系，形成时间为大爆炸后 10 亿年左

右，但比这更早的大质量星系一直很难

发现。

红移是测量天体寿命的指标：由于

宇宙扩张，遥远天体发出的光的波长会

朝光谱的红端移动，图像颜色越红，天

体的距离就越远。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天文

学家在韦布空间望远镜的观测结果中

筛选高红移（z=6.5 和 z=9.1）的候选体，

寻找宇宙历史上最初 7.5亿年里的大质

量星系。

研究团队此次发现了红移在 z=7.5

和 z=9.1 之间的 6 个候选大质量星系，

质量均高于太阳的 100 亿倍，而其中一

个星系可能存在一个质量为太阳 1 千

亿倍的恒星。

此次观测到的星系质量远超过预

期值。如果能得到下一步光谱学验证，

其将证明在宇宙历史的早期，星系质量

的增长比预期的要快很多。

韦布望远镜首批数据揭示大质量星系群
那 里 有 千 亿 倍 太 阳 质 量 的 恒 星

科技日报北京2月22日电（记者张
佳欣）木卫二（欧罗巴）表面纵横交错的红

色条纹十分醒目。科学家怀疑它是水和

盐的冷冻混合物，但其化学特征很神秘，

因为它与地球上的任何已知物质都不相

符。现在，美国华盛顿大学领导的团队

或已解决了这一难题：神秘红色条纹可

能是一种新型咸冰。该发现不仅对行星

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物理化学甚

至能源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相关论文

发表在2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长期以来，木卫二因其厚厚的冰壳

下有一片次表层海洋而备受关注。根

据科学家的说法，木卫二这样的海洋世

界是寻找地球外生命证据的最佳选

择。团队发现，新型固体晶体是水和食

盐在寒冷和高压条件下结合时形成

的。在低温下，水和盐结合在一起形成

一个坚硬的盐渍冰晶格（水合物），通过

氢键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研究人员通过在两颗钻石之间压

缩少量盐水进行实验，每颗钻石的大小

都与一粒沙子差不多。水在相当于标

准大气压 2.5 万倍的压力水平下被挤

压。这是研究人员发现的晶体结构多

样性的主要方式。

在实验室创造出的这种寒冷、高压

的条件，在木星的卫星上十分常见，科

学家们认为那里的冰层厚达 5—10 公

里，覆盖的海洋厚度可达数百公里，底

部可能会有更密集的冰。

研究人员表示，除了地球以外，只

有这些行星体内的液态水在地质时间

尺度上是稳定的，这对生命的出现和发

展至关重要，它们是太阳系中发现地外

生命的最佳地点。

木卫二上可能存在新型咸冰

木星的卫星欧罗巴在厚厚的冰壳
下拥有一个地下海洋，冰壳带有一系列
红色条纹。

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

者刘霞）日本科学家开发出首个固态

电化学热晶体管，其能用电来管理

热。新问世的固态热晶体管的效率可

与目前广泛使用的液态热晶体管相媲

美，且更稳定。相关研究刊发于 21 日

出版的《先进功能材料》杂志。

现代电子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废热。过去 10 年，使用电

来管理热量的概念得到验证，催生

了电化学热晶体管器件，这种器件

可通过电信号控制热流，但目前广

泛使用的液态热晶体管存在一个严

重的缺陷：任何泄漏都会导致设备

停止工作。

在最新研究中，北海道大学电子

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小组开发出首个

固态电化学热晶体管，比液态热晶体

管更稳定，也同样有效。

研究人员解释称，热晶体管大致

由活性材料和开关材料组成，活性材

料的导热性会发生变化；而开关材料

可控制活性材料的导热性。他们在

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基底上制造出

了最新的固态热晶体管。该基底也

用作开关材料，氧化锶钴用作活性材

料，而铂电极提供控制晶体管所需的

电力。

研究发现，活性材料在“开”状态

下的导热性与一些液态热晶体管相

当。而且，活性材料在“开”状态下的

导热性比“关”状态下高 4 倍。此外，

该晶体管使用 10 个周期后仍保持稳

定，优于一些目前使用的液态热晶体

管。团队在 20 多个单独制造的固态

热晶体管上进行了测试，确保了结果

的可重复性。

这 一 最 新 研 究 表 明 ，固 态 电 化

学 热 晶 体 管 具 有 与 液 态 电 化 学 热

晶 体 管 一 样 有 效 的 潜 力 。 但 目 前

开 发 实 用 热 晶 体 管 的 主 要 障 碍 是

开 关 材 料 的 工 作 温 度 较 高 ，约 为

300℃ ，降 低 其 工 作 温 度 将 成 为 未

来研究的重点。

风 扇 轰 鸣 、外 壳 发 烫 ，都 是 电

子 产 品 使 用 中 最 不 好 的 体 验 。 如

果能用电去管理废热，应是个绝佳

的主意。但遗憾的是，常见的管理

设 备 —— 液 态 热 晶 体 管 还 是 存 在

很大问题，所以科学家一直希望研

制出固态产品。这个研制过程，或

者 说 找 寻 到 最 合 适 固 态 材 料 的 过

程十分艰难。但如人们所知，电灯

泡的发明也经历了 6000 多种材料、

7000 多次尝试才获得最后的成功，

如 果 固 态 电 化 学 热 晶 体 管 能 走 向

实用，必然也将颠覆电子行业的设

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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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

者张佳欣）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领

导的研究团队证明，一种新型 3D 打

印高温合金可帮助发电厂产生更多

电力，同时排放更少的碳。相关论文

已发表于最新一期《今日应用材料》

杂志。

研 究 团 队 使 用 3D 打 印 机 创 造

了一种高性能金属合金，其成分不

同寻常，这使得该合金比目前用于

燃气轮机的最先进材料更坚固、更

轻 。 这 些 发 现 可 能 会 对 能 源 行 业

以 及 航 空 航 天 和 汽 车 行 业 产 生 广

泛影响。

材料耐高温对发电厂涡轮机至关

重要。实验表明，这种新型超级合金

（42%的铝、25%的钛、13%的铌、8%的

锆、8%的钼和 4%的钽）在 800℃时比

许多其他高性能合金（包括目前用于

涡轮机部件的合金）更坚固，当它降到

室温时仍保持坚固。

新 研 究 表 明 3D 打 印 技 术 可 被

重 新 利 用 ，以 快 速 、高 效 地 制 作 新

材 料 。 团 队 成 员 使 用 3D 打 印 机 快

速熔化金属粉末，然后即时打印出

样品。

这也代表了合金发展的根本性转

变，因为没有一种金属占材料的一半

以上。研究人员表示，有很多例子表

明，将两种或 3 种元素结合在一起可

制成更有用的工程合金。现在团队在

一种材料中使用 4 到 5 种甚至更多的

元素，从材料科学和冶金学的角度来

看，这才是真正开始变得有趣和具有

挑战性的时候。

3D打印超级合金减少电厂碳排放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

者刘霞）在一项新的临床前研究中，美

国科学家证明，即使是适量饮酒也会

加速大脑萎缩，并增加淀粉样蛋白斑

块的数量。相关研究刊发于最新一期

《疾病神经生物学》杂志。

在最新研究中，威克森林大学医

学院的科学家利用拥有阿尔茨海默

病相关病理的小鼠模型，采用为期 10

周的慢性饮用方法，让小鼠选择喝水

或喝酒，模仿人类饮酒的行为。然

后，他们研究了自愿适度饮酒如何改

变健康的大脑功能和行为，以及是否

改变了与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阶段相

关的病理学。

结果发现，即使是适量饮酒也会

加速大脑萎缩（大脑细胞丢失），并增

加淀粉样蛋白斑块（有毒蛋白的积

累）的数量，包括更多的小斑块，这可

能为日后的斑块增加奠定了基础。

而且，急性戒酒会增加β淀粉样蛋白

的水平，β淀粉样蛋白是阿尔茨海默

病中积聚的淀粉样蛋白斑块的关键

成分。

进一步分析表明，长期饮酒导致

小鼠对大脑和外周代谢的调节较差，

这也是加速阿尔茨海默病病情的另一

种途径。此外，最新研究发现，即使适

度饮酒也会导致血糖和胰岛素抵抗标

志物升高，这不仅会增加患阿尔茨海

默病的风险，还会增加患Ⅱ型糖尿病

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适 度 饮 酒 也 会 损 伤 大 脑

技术专家在打印超级合金材料。
图片来源：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德国研究与创新
专家委员会对德国未
来的创新政策提出一
系列建议，包括由总理
府负责人亲自领导和
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
的创新合作等。

图 为 在“ 科 技 万
岁”科技创新展览会上
拍摄的德国沃洛科普
特公司的纯电动直升
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里特·
埃斯摄）

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制造的两代
悬铃木处理器。每个处理器都有两个
黏合在一起的芯片，一个包含量子位，
一个包含量子位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线
路。图片来源：谷歌”量子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