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责任编辑 左常睿 国 际
2023 年 6 月 1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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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实验室走进实验室K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北京5月 31日电 （记者

刘霞）一个国际联合团队创造了行业标

准光纤传输速度新纪录：67 公里长的

光纤上，数据传输速度高达 1.7拍字节/

秒。新型光纤符合全球标准，因此不需

要大规模修改基础设施就可使用。同

时最新方法使用更少的数字处理过程，

大大降低了传输每个字节数据所需的

功率。相关论文已经提交 2023 年光纤

通信大会。

研究人员表示，1 拍字节相当于

100 万吉字节，今天的家庭互联网连接

能达到 1 吉字节/秒的速度就很幸运

了。因此，最新研究意味着一根头发粗

细的光纤可承载 100 多万个家庭互联

网的全速运行，且还有余力。

目前大多数光纤拥有多个芯以承

载多个光信号，但信号之间会彼此干

扰，因此目前的技术实际上只能实现几

太字节/秒的数据传输速度。工程师们

可通过使用较厚的光纤来增加容量，但

较厚的光纤会更脆弱，不太适合长距离

传输，且需要对现有光纤基础设施进行

大规模重组。

该 新 型 光 纤 由 日 本 国 家 信 息 与

通信技术研究所、住友电气工业株式

会社、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意大

利拉奎拉大学科学家联合研制，包含

19 个芯，每个芯可以携带一个信号。

此外，研究人员制作出了一种紧凑的

玻璃芯片，并通过 3D 激光打印技术

在芯片上蚀刻出波导图案，该芯片可

将 信 号 同 时 馈 送 到 光 纤 的 19 个 芯

中，具有较低的能量损耗，且能与现

有传输设备兼容。

研究人员指出，最新光纤技术具

有深远的影响，可广泛应用于多个领

域，包括寻找围绕遥远恒星运行的行

星、检测疾病、识别污水管道的损坏

等。

67公里间速度高达 1.7拍字节/秒

标准光纤数据传输创最快纪录

位于慕尼黑附近的巴伐利亚科学

院莱布尼茨计算中心（LRZ）是德国最

著名的超算中心之一。作为德国高斯

超算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LRZ 与联

想和英特尔合作的超级计算机 Super-

MUC-NG 曾在 2019 年全球高性能计

算 TOP500 榜 单 中 排 名 第 9。 现 在 ，

LRZ 致力于用量子处理器作为超算的

加速器，推动前沿的量子—经典混合计

算架构的发展。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应邀走访了莱

布尼茨计算中心。

超算为科研提供强大助力

“成立 61 年来 LRZ 始终致力于向

德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科学研究及学术

界专业人士提供高性能计算资源。”莱

布尼茨计算中心副主任赫尔穆特·莱瑟

教授向记者介绍说。LRZ 是慕尼黑当

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特别是慕尼黑工

大和慕尼黑大学的中央 IT 服务提供

商 ，服 务 范 围 包 括 12 万 名 大 学 生 、

27000多名雇员和 1900多位教授。

莱瑟谈道，LRZ可为用户提供横跨

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生命科学等各种复

杂领域的科学研究支持。其服务包括高

性能计算、虚拟现实和可视化、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LRZ引以为傲的

研究成果包括完成影响巨大的苏门答腊

地震和海啸的模拟。作为欧洲高级计算

合作伙伴关系计划的成员，其任务不仅是

管理指数级的海量数据，还能快速处理和

分析数据，加快科学研究的进展。

以LRZ很有特色的虚拟现实和可视

化中心为例。分辨率超过820万像素的

3D Powerwall可用于复杂模型的分析；5

面投影的 CAVE则可模拟环境和 3D 模

型创造一个虚拟空间，使用者在其中可获

得完全的沉浸感。据莱瑟介绍，近10年

来，该中心完成了大约 150 个相关的项

目，包括探索湍流如何塑造星际介质，从

而帮助恒星和行星的形成；人体动脉和静

脉中的血液流动的模拟；以及巴伐利亚地

质历史或水文学的虚拟现实应用等。

联想带来高温水冷技术

带领记者参观 LRZ 超级计算机等

重要设施的过程中，莱瑟进一步介绍了

超 算 系 统 SuperMUC-NG 的 情 况 。

2017 年，联想联合英特尔向 LRZ 交付

了拥有 311040 颗内核的超算系统，为

计 算 中 心 提 供 了 强 大 的 实 测 峰 值

19.5PFlop/s的计算能力。2021年开始，

三方继续开展第二阶段合作。LRZ 选

择了带有水冷技术的联想 NeXtScale

System M5高密度服务器，配备 3072个

联想 NeXtScale nx360 M5 WCT 计算

节点。预计第二阶段的计算节点性能

将达到第一阶段的 4倍。

莱瑟特别谈道了联想提供的温水

水冷技术。SuperMUC-NG 使用 45℃

的温水进行冷却。研究人员为此开发了

一个单独的冷却回路，通过不使用任何

额外的能源来降低水温，可以进一步降

低能源消耗。莱瑟强调说：“通过这样的

水冷技术，我们可降低数据中心整体能

耗效率至1.1以下，并实现余热再利用。”

联想提供的温水水冷技术解决方案，可

去除计算系统中约 90%的热量，相较于

传统的风冷技术节能约 35%。同时，系

统的余热还能在冬季为办公室供暖，使

能源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谈到 LRZ 未来的发展，莱瑟说：

“LRZ 正在进行下一台超级计算机的

准备工作。新系统将通过创新合作伙

伴关系创建。目前联想已成为被选中

的两家公司之一。”LRZ 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推出比 SuperMUC-NG 强大 5—

10 倍的超大规模系统 ExaMUC。初步

入选的两家企业正与 LRZ 一起开发和

优化原型。到 2023 年底，哪家公司最

终为 LRZ 建造下一台超级计算机将尘

埃落定。除了国际环境和节能之外，与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优势或许

也是 LRZ重要的考量因素。

开发量子—经典混合计算架构

莱瑟说：“目前的量子计算机适用

于解决非常特定类别的问题。但是，它

并不适合所有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将

量子计算机集成到超级计算机中，并自

动判断这部分问题是否适合使用量子

计算机。如果适合就将这部分问题发

送给量子计算机；如果不适合，就把它

们发送给经典的超级计算机。也就是

说，长期目标是使用量子计算机作为超

级计算机的加速组件。”此外，量子与经

典混合的计算架构还有望解决目前量

子处理器仍然存在的噪声、退相干等难

题。通过云服务，超算中心也可更好地

为用户提供量子计算服务。

2021年成立量子集成中心后，LRZ

陆续获得了 Atos 公司提供的量子学习

机，以及芬兰 IQM 公司提供的首批 3个

量子处理器和一套冷却装置。LRZ 计

划先实现数字模拟量子计算机，然后将

20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集成到下

一代超级计算机中，到2026年将其中运

行的量子处理器的大小增加到100个量

子比特。莱瑟说：“目前我们还没有 20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有的是 5 个

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我们会继续建

造 20个量子比特、50个量子比特，然后

是1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软件

方面，我们目前正在简化和优化量子编

程框架软件。”

至于什么时候可使用这样的耦合

系统？莱瑟坦言：“这很难说。乐观者

相信可在 5 年内。但我想这不会在未

来 5 年内发生。我认为在 15 到 20 年之

内能将量子计算机自动集成到超级计

算机中。”一旦量子计算机可由超级计

算机控制，将向实用性迈出重要一步，

并且可以构建和配置额外的组件或软

件。LRZ 及其研究合作伙伴期待着超

级计算的下一个重大飞跃。

展望量子与超算的融合发展
——德 国 莱 布 尼 茨 计 算 中 心 访 问 记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31日电 （记

者张梦然）一份最新毒理学报告显示，

一名来自英国索利哈尔的中年男子死

于甲苯噻嗪、海洛因、芬太尼和可卡因

的综合影响。英国研究人员在《法医

与法律医学杂志》上报道了这个案例。

甲苯噻嗪在兽医学中用以诱导镇

静、缓解疼痛和肌肉放松，但未被批准

用于人类。当注射甲苯噻嗪时，它会

导致皮肤溃疡和脓肿等开放性伤口形

成。如果长期使用，这些病变会广泛

分布在手臂和腿部，使组织死亡，由此

甲苯噻嗪获得了“僵尸药物”的绰号。

甲苯噻嗪在北美以外使用的第一

个证据则是在英国索利哈尔发生的与

毒品有关的死亡中检测到的。

死亡涉及一名有吸毒史的 43 岁

男子，验尸官在他的主要器官系统中

没有发现任何自然疾病，但在其血液

和尿液中检测到 8 种药物。英国伯明

翰心脏地带医院毒理学家亚历山大·
劳森博士分析此病例的血液和尿液样

本时，注意到原始测试结果中有一个

异常峰值，随后被确定为甲苯噻嗪。

在英国，甲苯噻嗪不包括在标准

毒理学药物筛查中，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甲苯噻嗪的检出完全基于研究团

队的警惕性，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英国

可能会有更多的甲苯噻嗪死亡案例未

被发现。

英国首现“僵尸药物”致死病例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31日电 （记

者张佳欣）包括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

理工大学、悉尼大学在内的国际研究

团队将合金和 3D 打印工艺结合在一

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钛合金，这种合

金在拉伸下坚固而不脆。这项发表在

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的突破，为在

航空航天、生物医学、化学工程、空间

和能源技术中应用的新一类更可持续

的高性能钛合金的研制带来了希望。

新钛合金由两种钛晶体的混合物

组成，称为α－钛相和β－钛相，每种钛

晶体对应于特定的原子排列。氧气和铁

是α－钛相和β－钛相的两种最强大的

稳定剂和强化剂，它们丰富而廉价。

但研究人员发现，有两个挑战阻碍

了 通 过 传 统 制 造 工 艺 开 发 坚 韧 的

α－β钛氧铁合金。一个挑战是氧气会

使钛变脆；另一个挑战是加入铁可能会

导致严重的冶金缺陷，形成大块β钛。

该团队使用了激光定向能沉积从

金属粉末打印出他们的合金，这是一

种适用于制造大型复杂零件的 3D 打

印工艺。他们将合金设计理念与 3D

打印工艺设计结合，确定了一系列坚

固、延展性好、易于打印的合金。

关键的推动因素是氧和铁原子在

α－钛相和β－钛相内部和二者之间

的独特分布。研究人员在α－钛相中

设计了一种纳米级的氧梯度，具有坚

固的高氧段和延展性的低氧段，从而

能够对局部原子键施加控制，降低了

潜在脆化的可能性。

该团队表示，这些新合金的诱人

性能可与商业合金相媲美。

悉尼大学副校长西蒙·林格教授

表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钛合金

系统，该系统具有广泛且可调的机械性

能、高可制造性、巨大的减排潜力，也为

同类系统材料设计提供了见解。

研究人员表示，该团队在设计中

融入了循环经济的思想，为利用工业废

物和低品位材料生产新的钛合金创造

了希望。此外，氧脆化不仅对钛，而且

对其他重要金属，如锆、铌、钼及其合

金，都是一个重大的冶金挑战。新研究

可能会提供一个模板，即通过 3D打印

和微结构设计来缓解这些氧脆化问题。

3D打印技术造出新型钛合金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美国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工程师创造了

一种廉价的解决方案来降低血压监测

的门槛。他们开发了一种简单、低成本

的夹子，它使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和闪

光灯来监测使用者指尖的血压，这种夹

子可以与定制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配

合使用。相关论文发表在 5月 29日《科

学报告》杂志上。

目 前 这 种 夹 子 的 制 作 成 本 约 为

80 美分。研究人员估计，如果规模化

生 产 ，成 本 可 能 低 至 每 个 10 美 分 。

这有助于让资源匮乏地区的人们能

够低成本、轻松、方便地进行常规血

压监测。

除了成本低廉，这种夹子与其他血

压检测仪相比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它

不需要根据袖带进行校准。研究人员

解释说，该系统是免校准的，这意味着

受测者只需把夹子夹在指尖即可，定制

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指导用户在

测量过程中按压的力度和时间。

该夹子是一个 3D 打印的塑料附

件，可以安装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和闪

光灯上。它的光学设计类似于针孔相

机。当用户按下夹子时，智能手机的闪

光灯就会照亮指尖。然后，光线通过针

孔大小的通道投射到相机上，形成一个

红色圆圈的图像。夹子内的弹簧允许

用户以不同的力按压。用户按下的力

度越大，相机上出现的红色圆圈就越

大。通过观察圆圈的大小，这款应用程

序可以测量用户指尖施加的压力，通过

观察圆圈的亮度，它可以测量指尖进出

的血量，然后通过算法将这些信息转换

为收缩压和舒张压读数。

研究人员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医疗中心的 24 名志愿者身上测试

了夹子，结果与用血压计测得的数值

相当。

低成本手机附件测血压“触手可及”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31日电 （记

者张梦然）《自然·通讯》30 日报告了

一种制作人工病毒样载体的方法，所

制载体能进入人类细胞执行特定任

务，如基因编辑。这种大容量、可定制

化的纳米材料为未来基因疗法和定制

化医疗带来新希望。

病毒是一种高效的生物“机器”，

能够快速复制和组装后代。自然的人

类病毒，如慢病毒属，此前曾经过改造

在 动 物 中 递 送 治 疗 性 的 DNA 或

RNA，但它们的递送能力有限而且有

安全问题。通过制造以治疗性分子编

程的人造病毒载体让病毒机制为人所

用，可进行有益的修复，帮助人类恢复

健康。

美国天主教大学和普渡大学研究

团队此次设计了一种方法，用一类被

称为 T4 噬菌体、能感染细菌的病毒，

制 造 人 造 病 毒 载 体（AVV）。 这 类

AVV 有很大的内部容量和一个大的

外表面，可编程和递送治疗性生物分

子。在概念验证实验中，他们生成了

含有蛋白和核酸物质的 AVV，用于展

示在基因组改造方面的用途。在实验

室中，这一平台能将全长的抗肌萎缩

蛋白基因成功递送到人类细胞，并执

行各种分子操作改造人类基因组。此

外，AVV 大量生产时成本不高，并且

这些纳米材料可以保持稳定数个月。

团队说，尽管还需要进一步工作

来评估安全性，但这一方法已展现出

未来前景，可用于临床治疗人类疾病

和罕见病。

病毒是地球上数量最多、分布最

广的生物。它们的组成如此之简单，

进化机制却如此之高效，掀起的致命

感染和全球流行病，需要人类耗费巨

大人力物力来抗衡。那能否让病毒这

个特点为我所用呢？这就是人造病毒

载体的研究方向。多年来，这一领域

仅在起步阶段，但现在，我们看到了这

一技术为未来基因疗法和定制化医疗

带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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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x86 纳米的噬菌体 T4 壳的结
构特征，接近原子分辨率（左图为正面
视图；右图为显示空的内部的横截面
视图）。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

科技日报巴黎5月 30日电 （记者

李宏策）30 日，2023 中关村论坛系列活

动——2023 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国际论

坛在法国巴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为

中法科技企业、青年人才、专业机构等

搭建了交流平台，未来将进行更多的中

法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方面的探索。

活动通过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形

式，探讨新时代新机遇下的中法科技创

新协同发展新方向，分享国际创新合作

的切身经验与思考，旨在推动两国创新

生态交流互动和创新合作，激励和吸引

更多中法青年投身科创，共享时代机

遇。中法创新机构、领军企业、孵化平

台、科技企业代表等近 100 人参加了活

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

张宇蕾线上致辞、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

技处公参郭晓林现场致辞。

围绕如何促进科技创新国际协同发

展话题，法国德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贝尔

纳-特泽、法中委员会秘书长林碧溪、北

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聂丽霞、法国战略与展望总署高级专

家倪金城等中法嘉宾，分别从国际大企业

投资创新科技企业、帮助中关村科技企业

全球拓展、中法创新合作成功经验、构建

开放协同创新生态等不同角度分享了做

法和经验，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来自中法两国的教育界代表、孵化

平台代表、科技创业者代表也在圆桌对话

环节，探讨了当下的中法创新合作新机

遇，以及中法前沿科技创新趋势。

2023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国际论坛在法举办

莱瑟教授介绍LRZ的量子集成中心。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山摄

LRZ与联想和英特尔合作的超级计算机SuperMUC-NG曾在2019年全球高性能
计算机TOP500榜单中排名第9。 图片来源：莱布尼茨计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