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5月 5日电 （记者刘霞）量子计算

是迄今最为复杂难懂的计算技术，相关研究和使用通

常只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谷歌公司等业

界巨头才有实力涉及。但 IBM 5 日推出了一项新的

在线服务，允许所有人使用其 5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

算机，从而使这一“高冷”机器离普通人更近了一步。

用户只需具备基本的量子计算知识，就可以经由

简单的软件界面使用这台量子计算机，这对正在开发

实用性量子计算机的研究人员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

的福音。

IBM 此举的目的之一是展示其量子计算机，让研

究人员和公众验证其研究成果。不过，量子计算技术

的先驱、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量子信息研究所教授大

卫·迪文森佐认为：“或许有人能从量子计算机的行为

中获得更多信息和连开发者都没想到的惊喜。”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5 日报道，传统计算机使

用比特 0和 1来处理信息，但量子计算机则利用了“量

子叠加”这一“秘密武器”，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可以

为 0、1 或这两者。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核心差异最终

或可使量子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超越传统计算机的极

限。目前，科学家们正试图借助量子计算机解密新的

技术领域：从分析基因序列到预测股市涨跌；从模拟

单个分子之间的交互方式到拓展机器学习的潜能等。

IBM 的量子计算机非常敏感，目前只有 5 个量子

比特。IBM 希望，未来十年能研制出运行 50 甚至 100

个量子比特的处理器，而通用量子计算机将使用 10万

多个量子比特。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量子计算研究所教授大卫·克

里对《连线》表示，此类在线量子计算机—量子云服务

前所未有。他花了整个周末体验这一新服务，令他惊

讶的是，系统表现出很好的一致性，每次测试都取得同

样的结果。对传统计算而言，这一点毫不稀奇，但在可

能性众多的量子世界中，一致性是进步的标志。随着

这一服务对更多人开放，或许更大的进步即将到来。

百度一下“量子计算机”，繁杂的词条中只有一句

话容易理解——“如果把半导体比喻成单一乐器，量

子计算机就像交响乐团，一次运算可以处理多种不同

状况”。数据处理速度超快、存储信息量超大、加密解

密超复杂……远超传统计算机极限的优异功能，让人

们对量子计算机充满无限期待。虽然真正意义上实

现量子计算的设备尚未

产生，但 IBM、Google 等

投巨资研发下一代计算

机，且无条件开放既有

平台，无疑对推动量子

科学的蓬勃不无裨益。

让公众体验量子计算的神奇
IBM向所有人开放量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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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星灿烂

■走近中国大科学工程

■最新发现与创新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校区内，矗立着我国第一

个国家级实验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行人经过

学校临近合作化路高架桥的大门时都可以看到它的身

影。我国以真空紫外和软 X 射线为主的专用同步辐射

光源就坐落于此，熟悉这里的科研人员都亲切地称它

为“合肥光源”。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于 1983年经国家计委批准立

项，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备并建设。作为中国第一

台专用同步辐射装置，早在 1989 年 4 月，合肥光源就发

出了第一束“神奇之光”。二十多年来，这个以同步辐

射应用和同步辐射光源研究为主的知识创新基地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持续发光发热，为科技人员照亮未知

的微观世界。

同步辐射实验室主任陆亚林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光是无处不在的，它也是人类观察及研究大自然最

重要的工具。与常规光源相比，同步辐射有许多突出的

优点。它的亮度很高，频谱宽阔、连续、平滑，利用单色器

可从中选取所需的任何波长的光，被广泛应用于物理、

化学、医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信

息科学技术等领域。合肥光源的真空紫外波段可用于

许多研究，例如让人们认识超导等先进材料以及蛋白质

的性质和功能；X射线波段可用于蛋白质、凝聚态物质的

晶体结构研究。”陆亚林告诉记者，“随着科技成果的转

化，一些同步辐射技术已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中国人自己的先进光源

在合肥光源周长 66 米的电子储存环内，电子束被

加速到所需能量，以接近光的速度在闭合环形的真空

室中运行，并在转弯时放出同步辐射光，形成透视微观

世界的“利器”。

“同步辐射作为一种先进的光源，在国家安全、能

源、工程材料实时研究等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平台支撑

作用。”陆亚林说。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国内率先

提出建设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1977 年，在一批老科

学家的积极推动下，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列入全国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1978 年春，中科院决定成立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为主的同步辐射加速器筹备组，并于当

年 3月在合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讨论我国建造电子

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初步方案，这标志着我国同步辐射

事业的正式启动。

自那时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刘祖平就积

极参与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一期工程建设。作为加

速器物理工作者，刘祖平全程参与了光源的设计、制

造、安装、调试、运行及改进。

“早在 1977年国家科学大会上，科学家就首次提出

在我国建设同步辐射光源的设想。”刘祖平告诉记者，

“那个时候国家没有钱，要做的事很多，但仍然在这项

基础科学上大刀阔斧地投入。现在回头看，是十分不

易的。而中科院也打破常规，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成就了我国最早的一个依托高

校的大科学装置。”

说起合肥光源人克服困难、大胆创新的故事，刘祖

平觉得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建设之初，世界上同

步辐射光源中插入元件刚刚开始使用，合肥光源人注

意到了这一趋势，设计了可放置插入元件的长直线

节。合肥光源在储存环的 12块弯转磁铁都可引出特征

波长为 24 埃的同步辐射光，还有 3 个直线节可安装插

入元件并引出具有其他特征波长的光，为装置今后的

发展预留了空间。”

改造升级再放异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用户对光源需求的提高，

合肥光源人强烈感受到，原有线站的发射度、亮度等指

标已难以满足迅速发展的科研要求。“增加光束线站、

改进和提高光源性能势在必行”。

1997 年原国家计委批准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二期工程”的立项，总投资 1.18 亿元人民币，在原有装

置的基础上改造关键系统，增建 1台波荡器和 8条光束

线及相应的实验站。 （下转第六版）

合肥光源：照亮未知世界的神奇之光
本报记者 刘晓莹

我国首条中低速磁浮线

路——长沙磁浮快线 5月 6日

将在长沙正式投入试运营。

这条连接长沙火车南站和长

沙黄花机场，全长 18.5公里的

中低速磁浮线路，从设计、施

工 、调 试 等 各 环 节 充 满 挑

战。参与设计、施工的中国

铁建铁四院等团队，通过大

胆创新、严谨细致，最终在 20

个月的时间里顺利解决一个

个“不可能”。

2014 年 5 月 16 日 ，长 沙

磁浮开工建设。作为国内第

一次采用 EPC 模式建设的轨

道交通，中国铁建将长沙磁

浮视为一项重大战略工程。

开工仪式上，中国铁建董事

长孟凤朝表示：“通过参与设

计施工，培养人才、储备技术、

创造业绩，快速形成磁浮业务

的系统设计能力和规模发展

效应，占领磁浮交通领域技术

制高点，并将在国际市场参与

竞争。”

中低速磁浮交通是一种

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分为土

建、供电、运行控制、其他机电

四大系统工程，除常规机电系

统与传统轨道交通基本无差

别外，其余三大系统工程均因

列车制式的改变而产生了巨

大挑战。

中国铁建长沙磁浮项目

总包项目设计部部长、铁四院

长沙磁浮设计总体负责人王

大为表示，细节决定成败，从

设计开始，每一个环节都挑战

着一个个不可能。

挑战梁型设计。桥梁工

程是整个磁浮项目的主体，如

果梁型选择失败，那就是磁浮

交通工程的失败。顶着极大

的压力，铁四院桥梁团队在两

个月时间内反复论证，三次专

题汇报，终于确定采用单孔箱

梁 用 横 系 梁 连 接 的 梁 型 方

案。在后续实施过程中，此种

梁型方案发挥出巨大优势：全

线多点架设，使原本非常紧张

的工期，变得有条不紊；轻巧

的梁型结构也带来了工程造

价的节省。

挑战路基设计。开工伊

始，大部分磁浮专家都不赞

成修建路基形式，因为无论国内的试验线，还是日本、

韩国的运营线，都采用高架形式，仅在维修库内有少

量路基。铁四院设计团队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如

果说磁浮交通制式只能修建桥梁，也许在长沙行得

通，但遇见山区、丘陵、道路怎么办？今后磁浮制式如

何推广？最终，他们用技术实力说服了专家，不仅用

路基下穿沪昆高铁的最佳通过形式解决了长沙磁浮

的实际难题，而且给未来中低速磁浮的发展贡献了一

个世界级的首创。

挑战站房设计。长沙磁浮工程既是展现湖南特色

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便利长沙市民的惠民工程，铁四院

及时调整设计思路，最终推出清水混凝土建筑造型方

案。在后期实施过程中，这种建筑方案由于几何外形工

整，现场实施成型到位快，不仅节省了投资，也加快了项

目建设。 （新华社长沙5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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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 30 出头、体型略

瘦、戴着一副眼镜的典型工科男

形象。如果行走在大学校园里，

就像一个在校学生。然而，就是

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于

敦德，在 2014 年春天，一跃成为

了中国旅游圈里最年轻的上市

公司——途牛旅游网的创始人

兼 CEO。近日，他荣获了第二

十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这个“80 后”创业者，借助

互联网的力量，用 8 年时间重新

建构了最分散、最难以标准化的

旅行社生意。途牛目前已位居

中国在线跟团游第一，中国在线

出境游第二。

入行：跟互联
网结合 发挥更大
潜力

2006 年途牛旅游网在南京

呱呱落地。最初的团队只有几

个本地的大学生,当时机票、酒

店的预订已经在携程、艺龙的带

动 下 完 成 从 线 下 到 线 上 的 转

移。消费者还是以商务出行为

主，个人游还很少，因为价格较

高，很多人难以承受。但于敦德

判断，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个

人休闲旅游是趋势。他认定垂

直领域跟互联网结合，可以发挥

更大潜力。

但当时社区模式根本找不

到盈利点，半年后，途牛转型到

现金流较好的旅游产品预订平

台，这样起码能在旅行社提取交

易佣金了。“我们选择了非常好

的进入时间。运气要好，要踩对

市场、踩对态势。”于敦德说。

先后在先声网、博客中国、

育儿网的多次从业经历，让于敦

德成为不错的互联网产品经理，

拉流量应该是“80 后”的拿手好

戏。他们通过 SEO、论坛、社区

的推广等各种渠道获取用户和

流量。

转型：用户体
验差 再好的技术
也等于零

凭借不错的互联网技术手

段，刚转型不到一年的途牛网，

已经能为合作旅行社带来 1000

万元左右的预订额。同时，平台

模式开始暴露一系列问题。“在

旅游旺季，旅行社自己的客户都服务不过来，对我们的

客户不是很上心，导致消费者体验很差。”此时的于敦德

深刻领悟到,用户体验差，再好的互联网技术也等于零。

这段时间，途牛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资金短缺。

寻找融资时正逢金融危机，旅游市场不景气。从 2007

年开始，他们拜访各路投资人屡遭闭门羹。幸运的是在

2008 年下半年途牛成功获得数百万美金的 A 轮融资。

他们终于有资金升级简陋的呼叫中心，随之而来的是订

单转化率明显提升。

于敦德深觉不能再当甩手掌柜完全靠旅行社提供

服务，必须自己服务客户。于是他们将原来的平台模式

改成自营模式，尝试“互联网+呼叫中心+落地”的业务

模式。途牛网不再单纯当搬运工和旅行社的流量入口，

而是采购旅行社产品，卖给消费者，消费者跟途牛签合

同，在游前、游中、游后的整个过程均由途牛提供服务。

途牛网慢慢成为一家真正的在线旅行社。

创新：跨界整合 打通旅游业
全链条供应链

转型自营模式之后，途牛和旅行社的服务范畴开始

出现分工：旅行社主要负责本地的导游服务，途牛负责

游前、游中以及售后服务。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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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记者林小春）
巴西研究人员 4日说，一种被认为有望控制登

革热流行的常见细菌，同样也能帮助控制寨

卡病毒流行。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细胞宿主与寄

生体》杂志上报告说，他们的研究证明，给蚊

子注射沃尔巴克氏菌后，蚊子传播寨卡病毒

的能力大幅下降。沃尔巴克氏菌是自然界常

见的一种共生菌，蚊子感染后会把这种细菌

传给后代，因此能成为应对寨卡疫情一种“现

实、有效的选择”。

研究人员首先利用感染了寨卡病毒的人

类血液喂养蚊子，其中一些蚊子携带沃尔巴

克氏菌。两周后发现，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

蚊子体内与唾液内有较少的寨卡病毒基因，

而且蚊子唾液内的寨卡病毒没有活性。这意

味着，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很难传播寨

卡病毒。

负责研究的巴西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

金会的卢西亚诺·莫雷拉指出，注射沃尔巴克

氏菌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也不能彻底消灭

寨卡病毒，但这种方法可与其他策略如疫苗

与灭蚊剂共同使用。

目前，莫雷拉正在与巴西政府卫生机构

洽谈，争取获得支持开展野外试验验证沃尔

巴克氏菌控制寨卡病毒传播的效果。

此前，研究人员已开始试用沃尔巴克氏

菌减少登革病毒传播，并认为这种细菌同样

能遏制寨卡病毒流行。新研究首次证明了这

一想法的可行性。

一种细菌可助控制寨卡病毒流行
可成为应对该疫情有效的选择

5月 5日，一批提高部队训练效率的新式科技装备亮相武警上海总队九支队训练场。据悉，长期以来，该支队通过与上海浦东新区相关单位深度融合，搭建起高效的
军地科技创新平台，有效提高部队战斗力。图为武警官兵在实地测试智能机器人靶的“陪练”效果。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5日电 （记者李大庆）一 张 黑

白老照片里，一个姑娘梳着两条长辫，穿着白大褂，

站在显微设备前留了张影。旁边是她在 1937 年写

给大姐的信的影印件。信中写道：“我学的弹道学，

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

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

一定百发百中！他们不早些请我，不然日本兵早已

退还三岛了。”

没人能想到，这个写信的姑娘就是后来大名鼎鼎

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信中不乏一个姑娘的天真和幻

想，但浓浓的爱国情跃然纸上。1936年，她为发展祖国

的军工事业而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弹道学。

她幻想着让每一个中国士兵都能炮射得准，枪打得准，

把日本兵打回岛国去。

这张老照片现正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多功能厅

展出。5日，这里开始举办“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

代科学家主题展”。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科学

家群体为主题的大型展览，涵盖了中国现代科学家近

700人，介绍了这一群体形成、演进的曲折历程，讲述了

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做出

的巨大贡献。展览共分为“撒播现代科学的种子”“让

现代科学扎根中国”“动荡岁月里的科教人生”“新中

国·新科学”“在科学的春天里”“走进新世纪”和“结束

语”7个篇章。

本次展览由中国科协、教育部、文化部、国资委、解

放军总政治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共同主办。展期 12天，向市民免费开放。

“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讲述何泽慧 80年前“弹道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