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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1日电 （记者刘
霞）IBM 公司科学家实现了“跨芯片”量子

纠缠——使两块“鹰”（Eagle）量子芯片成

功纠缠在一起。每块量子芯片拥有 127 个

量子比特，两块芯片共同完成了需要 142

个量子比特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目前，

单块芯片一次容纳的量子比特的数量低于

142。这一成果为构建更大规模量子计算

机奠定了基础，相关论文发表于 20 日出版

的《自然》杂志。

量子计算机有望比传统设备更快地解

决某些问题，但建造实用量子计算机之路

并非一片坦途。其中，扩大规模与降低出

错率是两大主要障碍。全球多个研究小组

和公司“各出奇招”，力求扫清这些障碍。

IBM 选择了超导芯片，这些芯片可由制造

现有计算机硬件的机器生产。

但 IBM 的这一策略也面临一大挑战：

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线路远大于进行计算的

量子比特。这意味着量子比特之间的距离

大于传统处理器内晶体管之间的间隔，进

而限制了压缩到芯片上的量子比特的数

量。为此，IBM 希望在量子芯片之间实现

纠缠，协同工作。

但要让量子芯片之间相互纠缠，远比

使用传统芯片困难。这是因为在传统芯片

内，数据以电信号的有（1）或无（0）来表示，

而量子比特之间的纠缠无法简单地通过线

路传递。

为攻克这一难题，IBM 科学家设计出

一种方案：首先让一对量子比特纠缠，随后

将其中一个量子比特传送到第二块芯片，

这样两块芯片之间就建立了量子联系。不

过，这一过程还需要传统计算机的辅助。

在最新研究中，该公司首次成功地将两块

量子芯片纠缠在一起，让它们作为一个整

体，执行超出单块芯片能力的计算。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斯科

特·阿伦森表示，将多个量子芯片连接在一

起的想法已经讨论了几十年，现在，IBM 朝

这个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要真正

扩大超导量子计算机的规模，还需要在保

证更高保真度的情况下，让数百或数千个

超导芯片作为一个整体协同运行。

量子计算机在处理特定类型的问题上

能超越传统计算机，如大规模数据加密、药

物分子模拟等领域。然而，量子计算面临

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保持量子态稳

定的同时，扩展系统的规模。IBM 通过巧

妙的设计，克服了量子芯片间通信的技术

障碍，实现了“跨芯片”的量子纠缠。尽管

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但这一进展无疑为

实现更强大的量子计算能力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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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1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

报》杂志报道，英国伯明翰大学科学家

提出一种新理论，以前所未有的详细

程度探讨了光子（光的单个粒子）的本

质。该理论首次精确定义了单个光子

的形状，改变了人们对光与物质在量

子层面如何相互作用的理解，代表了

人们对光的理解的重大飞跃。这一理

论为将来在实践中应用光—物质相互

作用工程奠定了基础，例如制造更好

的传感器、改进的光伏能源电池或量

子计算等等。

这一理论揭示了光子如何由原子

或分子发射，并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

呈现出特定形状。这种复杂的相互作

用使得光在周围环境中存在和传播的

可能性变得无限多样。然而，可能性太

多也使得构建相互作用模型变得异常

困难，而这也是量子物理学家几十年来

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团队将这些可能性划分为不同的

集合，从而构建出一个综合模型。该模

型不仅阐述了光子与发射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还描述了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

能量如何传播到遥远的“远场”。同时，

团队还通过计算生成了光子本身的可

视化图像。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为量子

物理学和材料科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

域。通过准确描述光子与物质以及其

他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可

以设计出新的纳米光子技术，从而改变

安全通信、病原体检测或分子层面化学

反应控制的方式。

环境的几何形状和光学特性对光

子的发射方式有着深远影响，包括决定

光子的形状、颜色，甚至其存在的可能

性。这项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光与物质

之间能量交换的理解，并更好地理解光

是如何向周围和远距离环境辐射的。

之前，这些信息中有很多被视为“噪

声”，但现在，科学家可以理解并利用其

中的大量信息。

新理论首次精确定义单光子形状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1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研究团队开发出一款创新性的可穿戴

超声波贴片，可持续无创监测血压。

这款设备首次在超过 100 位患者身上

完成了严格的临床测试，标志着该领

域的一个重要进展。相关研究发表于

20 日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

与传统的袖带式血压计相比，这

种新型贴片可以提供连续的血压数据

流，不仅限于单一时间点的血压值，而

是能够捕捉到血压随时间变化的详细

情况。这有助于医生更准确地了解患

者的血压状况，对于心血管健康的长

期监控尤其有益。

这款贴片设计轻巧，大约相当于一

张邮票大小，可以直接粘贴在皮肤上，

特别是前臂位置。其构造包括由硅胶

制成的柔性基底，内置多个小型压电传

感器。这些传感器装在可伸缩的铜电

极之间，通过发射和接收超声波，能够

追踪血管直径的变化，进而转换为血压

读数。

研究结果显示，这款可穿戴超声

波贴片提供的血压读数与传统的血压

袖带、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用的动脉

导管所得的数据相当。动脉导管虽然

提供了高精度的血压监测，但具有侵

入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相比之下，

这款贴片提供了一种非侵入、舒适且

不影响日常活动的血压监测方式。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不同场景下

对该贴片进行了验证，如日常活动、姿

势变换、在医院接受治疗等，该贴片都

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准确性。特别

是在心导管室和重症监护病房的测试

中，贴片的表现证明了它作为动脉导

管非侵入性替代品的巨大潜力。

这 一 技 术 的 发 展 不 仅 有 望 改 善

诊所和家庭对心血管疾病的护理，也

为未来的个性化医疗提供了新的可

能性。

超声波贴片可持续无创监测血压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21日电 （记

者刘霞）据美国科学促进会旗下网站

19 日报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

福大学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压缩算法

CALDERA，能 精 简 大 型 语 言 模 型

（LLM）的海量数据，为 LLM“瘦身”。

这项算法不仅有助保护数据隐私、节约

能源、降低成本，还能推动 LLM 在手机

和笔记本电脑上高效使用。

团队举例称，当人们使用 ChatGPT

时，请求会被发送到 OpenAI 公司的后

端服务器进行处理。这一过程不仅成

本高昂、能耗巨大，通常还很慢。如果

用户想要使用消费级图形处理单元运

行 LLM，就需要对这些 LLM 进行压缩。

CALDERA算法通过减少LLM冗余

并降低信息层的精度来发挥作用。“瘦身”

后的LLM更加精简，可在手机或笔记本

电脑等设备上存储和访问，同时提供了与

未压缩版本几乎一样准确而微妙的性能。

虽 然 CALDERA 并 非 首 个 压 缩

LLM 的算法，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兼具

“低精度”和“低排序”两种特性。其中，

“低精度”减少了比特数，加快了数据存

储和处理速度。而“低排序”则降低了

LLM 数据中的冗余。

团队表示，使用 CALDERA压缩的

LLM 可能适用于那些对精度要求不是

最高的场景。此外，用户可在智能手机

或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上对压缩后的

LLM 进行微调，这使其能根据特定需

求调整模型来增强隐私，而无需与第三

方共享敏感数据。

不过团队也提醒道，在智能手机或

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LLM，可能会占用

设备内存。

压 缩 算 法 为 大 语 言 模 型“ 瘦 身 ”

这种贴片小而有弹性，可利用超声
波持续监测人体深处血压。

图片来源：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雅
各布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