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4月7日电（记者刘霞）量子计算机

胜过传统计算机的“秘密武器”是量子叠加，但量子叠

加很脆弱，延长其寿命是研制大型通用量子计算机面

临的主要“拦路虎”之一。在 7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美国科学家称，他们在由合成钻石制造的量子设备内

使用一种量子反馈技术，将量子叠加的时长提高了

1000 多倍，向最终研制出可靠的量子计算机迈出了重

要一步。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系金贤敏教授对科技

日报记者解释称，反馈控制是让大多数物理系统保

持稳定的最好方法：测量系统目前的状态并产生一

个控制信号，控制信号能让系统返回其理想状态，但

测量会破坏量子叠加，因此，量子计算机专家不得不

“ 忍 痛 割 爱 ”。 最 新 论 文 主 要 作 者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MIT）核 科 学 和 工 程 学 副 教 授 葆 拉·卡 佩 拉 罗 说 ：

“我们用量子的反馈控制来保护量子叠加，在此过程

中不需要测量。”

最新系统使用钻石内的氮空位中心：纯净钻石由

采用规则晶格结构排列的碳原子组成。如果一个碳核

不在应在的晶格内，那就是一个空位。如果一个氮原

子鸠占鹊巢，在晶格内取代碳原子，且与一个空位相

邻，那就形成一个氮空位（NV）中心，其能代表一个量

子比特，且拥有几大优势：首先，它是物理结构固有的

属性，不再需要其他用于捕获离子或原子的硬件；其

次，氮空位中心是自然光发射器，从其读取信息相对来

说更简单一些。

据 MIT 官网消息，在实验中，研究人员用氮核的自

旋状态来控制 NV 的电子自旋：微波先让 NV 中心的电

子自旋进入叠加状态，射频辐射接着让氮核进入特定

的自旋状态，另一些低功率微波随后让氮核同 NV中心

的自旋发生“纠缠”。此时，NV 量子比特能执行计算。

之后，第三批微波被用来解除氮核与 NV 中心间的纠

缠。最后，系统暴露于一个微波序列之下。这种暴露

是被精确校准了的，即使如此，它们对 NV 中心的影响

还是取决于氮核的状态。如果计算中出现错误，那么，

微波将纠正这一错误，如果没有，激光不会改变 NV 中

心的状态。

结果表明，使用这一反馈控制系统，一个氮空位中

心量子比特能保持叠加状态的时间是不使用这一系统

的 1000倍。

反馈技术将量子叠加时长提高1000倍
有望推动量子计算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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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4月7日电（记者林莉君）

猪笼草口缘区在湿润环境下显现出超滑特

性，昆虫常会“失足”滑落而被捕食。往口缘

区滴一滴水，水滴不但不往下走，反而向上

“跑”。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这种奇特的定

向搬运液体现象是因为其表面独特的微纳结

构——楔形盲孔组成沟槽。相关研究成果 7

日被《自然》杂志在线发表，这也是该杂志首

次刊发我国高校机械工程学科领域成果。

论文第一作者、北航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学院陈华伟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他们的目标是做超滑防粘医疗电刀。但

是这种特性的材料并不好找。他们把目光投

向大自然时，无意中发现猪笼草口缘区在湿

润环境下显现出超滑特性，昆虫很难驻足。

“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对猪笼草类叶片形貌做

了大量微观研究，对其表面微纳结构特征也

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研究仅局限在微观

结构表征上，很少涉及到作用机制研究。”陈

华伟说。

陈华伟和团队成员深入研究了猪笼草口

缘区微观结构特征，首次发现液膜单方向搬

运的神奇现象，提出了基于梯度楔形盲孔、梯

度拱形边缘的单方向液膜搬运表面的仿生设

计新方法，同时基于生物复制成形方法实现

了逼真形貌的转移制造，揭示了表面亲水、疏

水特性对单方向液膜搬运能力的影响规律，

为仿生设计与生物制造打下了技术基础。

陈华伟告诉记者：“单方向液膜搬运无需

动力且可实现坡度搬运，研究成果可直接用

于自润滑、MEMS 以及医疗器械表面防粘、无

人机表面防冰等。”目前他们已经将相关成果

应用到手术刀上，下一步将着力解决大面积

应用。

猪笼草口缘区液体单向运动现象揭示

新华社广州 4 月 7 日电 （记

者王凯蕾）遗传性疾病、癌症、艾

滋病、地中海贫血，将来有没有可

能得到根治？国家首批“千人计

划”特聘专家、中山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松阳洲教授团队近日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作出了肯定的

回答，并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将让

人 类 获 得“ 改 写 生 命 剧 本 的 神

笔”，为战胜疾病提供全新的有效

工具。

2015 年 4 月，中山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副教授黄军就及其同事完

成了全球首次对人类胚胎进行的

遗传性致病基因的修复实验，引发

全球科学界和社会的关注。

“ 那 是 一 把 特 异 剪 切 基 因 的

‘ 剪 刀 ’。”松 阳 洲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说。中山大学人类胚胎遗传性致

病 基 因 修 复 实 验 采 取 了 CRIS-

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该技术

是 近 年 在 锌 指 核 酸 酶（ZFN）技

术、类转录激活样效应因子核酸酶

（TALEN）技术之后出现的新型基

因编辑技术，原理来自细菌的适应

性免疫防御机制。相比传统的基

因打靶技术和其他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更为精确、高效和

经济。

科学家发现，细菌在遭遇噬菌

体等病毒侵染之后，可以获得其部

分 DNA（脱氧核糖核酸）片段并整

合进基因组形成记忆，当再次遭

到 入 侵 时 ，转 录 出 相 应 的 RNA

（核糖核酸），利用其中的“定位信

息”引导 Cas 蛋白复合物定位和切

割 、彻 底 地 摧 毁 入 侵 病 毒 的

DNA。 CRISPR／Cas9 技 术 就 是

利 用 这 一 原 理 ，用 一 种 定 制 的

RNA 引导 Cas，对预设 DNA 位点

进行切割，造成 DNA 断裂，启动

细胞内基因组修复机制，实现基

因敲除、特异突变的修复或引入

和定点转基因等。

在中山大学人类胚胎遗传性

致病基因修复实验中，黄军就及

其同事成功修复了人类胚胎中导

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黄军

就说，人类的很多疾病与基因遗

传突变有关，比如地中海贫血、遗

传性眼疾、癌症、老年痴呆症等。

运用基因编辑技术，人类未来可

以“修正”突变的基因，根治这些

疾病。

“目前人类对很多致命疾病的

药物治疗都只是在抑制病变、延缓

恶化。未来，基因编辑技术将改变

这一局面，为人类找到战胜疾病的

全新路径。”松阳洲说。

据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马文宾介绍，地球上的物种使用

的是高度类似的基因程序系统，基

因编辑技术应用前景广阔。人有近 3 万个蛋白质编码

基因，通过在模式动物中进行的逐个敲除实验，人类可

以获得翔实的基因功能“图谱”。而通过对猪的“人源

化”，即将猪的部分基因替换成为人类对应基因，人类

将来有望获得可靠的人源化蛋白或移植器官来源。

“什么样的基因突变导致什么病？什么样的基因

可以对抗什么样的病毒？基因编辑技术使人类获得

‘改写生命剧本的神笔’，能够让人类更加了解自己，更

精准地对 DNA代码进行控制。”马文宾说。

对于中山大学人类胚胎遗传性致病基因修复实验

引发的伦理争议，黄军就表示，研究选用的是医院遗弃

的不能正常发育的三原核受精胚胎，根据中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

原则》的要求经过相关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

获得批准实施。

“这些胚胎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已被广泛地

在基础研究方面使用了数十年，没有伦理问题。”黄

军就说。

在 2015 年 12 月的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中，全球

科学家也达成了共识，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在体细胞、胚

胎和生殖细胞的基础研究非常重要。《自然》杂志将黄

军就博士评为 2015年度全球十大科学人物。

松阳洲认为，人类发现自身奥秘的征程漫长。这

一进程必须被合理、严格地加以管理、控制，既要防止

因噎废食导致科学停滞不前，又要防止经修改的基因

成为人类基因库中的一员，打开人为改变人类进化进

程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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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县立足特色教育，持续提升农村学生综合素质。该县相继为16所农村学校配备了机器人创新探究道具、互动移动智慧课堂系统、数字电脑绘画
板等现代化教学设备，提升了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水平，丰富了农村学生的课堂生活。图为4月7日，邢台县会宁完小的学生在组装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7
日电 （记者杨纯）7 日举行

的第 555 次香山科学会议

上，多学科跨领域专家以

“深层地热能系统理论与系

统工程的集成创新”为题，

围绕深层地热能的成因与

分布、深层地热能的勘察和

评价、深层地热能的开发与

利用等中心议题展开深入

讨论。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

业学部院士多吉呼吁：地热

资源具有清洁、高效、稳定、

安全等独特优势。在治理

雾霾、节能减排、调整能源

结构等方面，地热资源可以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

技术落后已经成为我国地

热 能 开 发 利 用 的 主 要 瓶

颈。另外，他指出，地热资

源的法律概念模糊，缺乏统

一的立法，且存在地热资源

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等问

题，严重制约了地热资源的

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不利

于地热行业的发展。“地热

就像是新生的娃娃，需要政

策的扶持，需要拉一把手才

能茁壮成长。”

多吉认为，纵观地热利

用先进国家在开发利用地

热资源的过程中，在财政、

金融、资金、税收和信贷等

方面进行支持，我国可借鉴

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

国情及已制定的其他可再

生能源的优惠政策，制定针

对地热行业的财税优惠政

策，贷款优惠政策，推进碳

汇交易，促进我国地热事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所庞忠和研究员表

示，2008 年办绿色奥运，国

家由于政策扶持和有力的

补贴，大大调动了地热开发的积极性，浅层地热开发得

到快速发展。我国地热直接利用量位居第一，但我国人

口基数大、人均利用量是远远落后的，中国地热发展快，

但政策环境的力度不够，比如财税政策不到位，阻碍了

地热资源开发及直接利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学院李德威教授指出，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的根本出路在于可再生清洁能源。与煤、石

油、天然气、页岩气和核能相比，地热能是取之不尽的可再

生能源。与风能、太阳能等相比，地热能不受季节、气候、

昼夜变化等因素干扰，可高效综合利用，因此，开发干热岩

地热能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只是与太阳能、风

能相比，地热能研究与开发的科技含量较高，需要从新地

学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高度才能深刻地、系统地描绘从

“碳能时代”迈进“地热能时代”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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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 7日电 （记者王小龙）国际空

间站的“建筑面积”又要增加了，而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来的是一个对接后能变大数倍的“充气房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它将成为首个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并有宇航员进出的充气式太空舱。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称，这个充气式太

空 舱 将 于 当 地 时 间 4 月 8 日 下 午 4 时 43 分 ，搭 乘

SpaceX 公司的“龙”飞船从美国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

地发射升空。按照计划，发射 10 分钟后，“龙”飞船到

达预定轨道，进入飞行状态。飞船预计于 4 月 10 日到

达国际空间站，届时宇航员将使用空间站的机械臂捕

捉“龙”飞船完成对接。

此次“龙”飞船将携带约 7000 磅（3.18吨）物资，主

角便是由美国毕格罗宇航公司研制的可扩展式活动

模块（BEAM），此外还有一些科研设备和船员补给。

这个充气式太空舱将以折叠状态升空，在“龙”飞

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后，由空间站上的机械臂安装在

空间站的 3 号节点上。根据宇航员的时间表，BEAM

模块将于 5月末或 6月初充气，完全充气后，其内部空

间将扩大到发射时的 5倍以上。该模块将在国际空间

站停留两年，用于测试充气式太空舱长时间使用情况

下的保温与辐射隔离效果，以及能否抵御偶尔出现的

太空碎片。

充气式太空舱最大特点是结构紧凑，能够最大限

度利用运载火箭中有限的空间。与其他方案相比，占

用空间更小，质量也更轻，能大幅减少发射费用，尤其

适用于长期深空飞行任务。

除了在国际空间站上对 BEAM 充气舱段进行测

试外，NASA 还与毕格罗宇航公司签署了另外一项合

同，目的是检验该公司研制的 B330充气模块能否在未

来开展的月球乃至火星探索任务中发挥作用。该技

术也被认为是建造火星基地和太空酒店的又一种解

决方案。

NASA 发掘充气式太空舱技术已经有一段时日，

此前由于预算吃紧才一再搁浅，以至于人们推测首次

应用充气式结构的将会是私企在近地球轨道的太空

旅馆。但相对于传统刚硬结构的太空舱，充气式在重

量、空间、成本上的优势

太明显了，对于既要提

高运载效率又要满足长

期在轨性能的空间站来

说，实在是不二选择。

国际空间站将迎来首个充气式太空舱
未来或用于建造火星基地和太空酒店

科技日报太原4月7日电（记者王海滨）山西省科

技厅 7日发出通知，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山西省科技专家

库专家和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以提升专家库质量，

促进更多科技成果的转化。

山西省于 2012 年起建立了省级科技专家库，极大

地提高了科技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建立更

高质量的科技专家库，山西省科技厅出台了《山西省科

技专家库管理办法》，决定对原有的科技专家库刷新升

级，更新已入库专家信息，增补新的专家，建设新的专

家库。入库专家分为技术专家、战略管理专家、财务专

家和经济金融专家。

专家库专家将参与全省科技发展政策研究和规划

制定咨询，科技计划指南编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布局、重点专项设置和科技项目评审规则制定，科

技计划项目立项评标、评估、评审、论证，中期评估评

价，现场考察评价，结题验收，绩效考核评价，科技成果

鉴定（评审），科技奖励评审等活动。

征集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

要紧紧围绕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着眼“六大发

展”和煤炭“六型转变”，能够推动山西省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二是成果技术先进、成熟、

创新性强，产权关系明确，不存在相关纠纷，已进入应

用试验阶段、成熟应用阶段或规模化应用阶段，具有转

化推广前景，能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新征集的科技成果经审核将纳入山西省科技成果

库，进入省科技成果交易平台进行宣传、推介、交易，并

择优进行项目扶持。今后山西省将每年遴选 50项优秀

科技成果和 50 家科技创新型企业，建立科技成果转化

示范基地，不断培育科技型上市企业，以推动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

山西面向社会征集专家和项目

科技日报沈阳4月7日电（记者郝晓明）由沈阳新

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东北大学、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沈阳高精数控技术有限公司等 38 家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组建的“沈阳市机器人

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7日在沈阳成立。

沈阳市市长潘利国在联盟成立仪式上表示，做大

做强沈阳机器人产业，旨在围绕沈阳市产业转型重大

需求，以工业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为

突破口，通过联盟合作攻关，突破机器人共性核心技

术，研发机器人系列产品，形成机器人研发、技术研究、

零部件配套供应、机器人工程应用等完整的产业群体，

促进沈阳市机器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把沈阳打造成

为世界机器人生产基地。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

表示，新松将充分利用开放式的平台，把沈阳的各种资

源进行有效的利用，促进新松机器人的产品研制和应

用推广，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打造创新平台，

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沈阳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沈阳成立机器人产业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