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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4日电 （记者

张佳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工程

师成功演示了一个基于量子力学的“锑

猫”实验，为执行量子计算提供了一种

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更稳健，为解决量

子计算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纠错带来了重要突破。该成果发表在

最新一期《自然·物理学》杂志上。

这个思想实验借鉴了“薛定谔的

猫”的概念，即一只生死取决于放射性

原子衰变的猫。根据量子力学原理，除

非直接观察该原子，否则必须认为它处

于叠加态，即同时处于衰变和未衰变双

重状态。这导致了一个令人困扰的结

论：猫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于是，

科学家用“薛定谔的猫”来比喻相差很

大的量子态的叠加。

如果用自旋来描述量子比特，则

可将“自旋向下”作为“0”态，将“自旋

向上”作“1”态。但是，如果自旋方向

突然改变，就会立即遇到逻辑错误：

“0”变成“1”，或者反之，只是一瞬间的

事。这就是为什么量子信息如此脆弱

的原因。

不过，此次实验对象是锑原子而非

猫。研究团队用锑原子的自旋方向来

编码量子信息。锑原子具有 8 个不同

的自旋方向，这使得其量子态的叠加比

传统量子比特更为复杂。锑自旋在相

反方向上的叠加态不仅仅是“1”和“0”

的叠加，因为叠加态的两个分支之间存

在多个量子态。

这种特性就使得锑自旋方向突然

改变时，不会导致逻辑错误立即发生。

即使出现单个错误，也不会立即扰乱量

子信息，这为量子计算提供了更高的容

错性。

研究领导者、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安德烈亚·莫雷洛解释道，俗话说猫有

9 条命，而在他们的研究中，锑原子就

像有 7 条命的猫，需要连续出现 7 个错

误才会将“0”变成“1”。

此外，研究团队还将锑原子嵌入在

硅量子芯片中，实现了对量子态的精确控

制。从长远来看，该技术还能使用与制造

计算机芯片类似的方法来扩展生产。

“锑猫”实验为量子计算纠错提供新方法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4日电 （记者

张梦然）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内外科

医学院团队开发了一种创新的人工智

能（AI）模 型 —— 通 用 表 达 转 换 器

（GET），该模型能够精确预测人类细胞

内的基因活动，为理解细胞内部工作机

制提供了全新视角。这项突破性成果

可帮助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

从癌症到遗传疾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推动医学研究向前迈进一大步。相关

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传统生物学方法擅长描述细胞的

工作原理，以及它们如何响应外界变

化，但缺乏对细胞行为及其对变化（例

如致癌突变）反应的预测能力。相比之

下，GET 模型能够准确预测细胞活动，

这标志着生物学从一个主要依赖描述

性分析的领域，转变为可以预测并调控

细胞行为背后系统的科学。

此次，团队利用 AI 预测特定细胞

内活跃的基因，这类信息对于确定细胞

身份及功能至关重要。他们利用来自

正常人体组织的数百万个细胞的基因

表达数据训练了一个机器学习模型，这

些数据不仅包括基因组序列，也涵盖了

有关基因组哪些部分是可访问和表达

的信息。

GET 模型的整体思路与 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相仿：通过训练数据识

别基础规则（如语言语法），然后将这些

规则应用于新场景。经过数据训练后，

GET 模型变得足够精准，可以预测未

曾见过的细胞类型中的基因表达模式，

并且结果与实验数据高度一致。

此外，团队还使用 GET 模型揭示

了患病细胞中隐藏的生物机制。在一

个具体案例中，针对一种遗传性儿童白

血病的研究显示，AI 成功预测了某些

突变会破坏决定白血病细胞命运的两

种转录因子之间的互动，实验证实了

AI 的预测。这增强了人们对这种疾病

驱动机制的理解。

这 项 研 究 不 仅 为 探 索 多 种 疾 病

病理开辟了新途径，也为发现新的治

疗靶点提供了可能。现在，科学家可

以通过向计算机模型输入新发现的

突变，来了解和预测这些突变对细胞

的具体影响。

AI 新模型精准预测细胞内基因活动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4日电 （记者

张佳欣）瑞典布罗斯大学学院研究人员

在一项最新研究中警告称：无论是从社

会知识层面，还是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度来看，人工智能（AI）生成的研究都已

构成一种威胁。他们最近在文献索引

数据库——谷歌学术平台中发现了上

百篇疑似由 AI生成的文章。相关研究

报告 13 日发表在哈佛肯尼迪学院《错

误信息评论》期刊上。

研究人员认为，由AI生成的“垃圾科

学”侵蚀学术平台，意味着恶意行为者能

以更低成本制造和传播虚假科学，对社

会和科研界来说都是一种危险情况。

该研究发现，AI 生成的研究带来

的主要担忧之一，是证据篡改风险增

加，即虚假研究可能被用于战略操纵。

此次发现，这些有问题的文章已经传播

到网络研究基础设施的多个组成部分，

渗透进了各种档案库、社交媒体平台以

及其他相关网络渠道。由于传播速度

很快，且在谷歌学术平台处于公开状

态，即使文章被撤回，也有可能已经传

播开来，造成潜在影响。

此外，AI 生成的研究也给已经压

力重重的同行评审系统带来问题。AI

生成的研究在搜索引擎数据库中传播，

对参与在线研究的人员的信息素养提

出了更高要求，否则，人们很有可能基

于错误的信息作出决策。这既是科学

不端行为的问题，也是媒体和信息素养

的问题。

研究人员强调，谷歌学术平台并不

等同于专业的学术数据库。尽管它使

用便捷、搜索迅速，但缺少必要的质量

保证流程。这一缺陷在普通的谷歌搜

索结果中已显现出问题，而当涉及科学

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时，这一问题则变得

更为严峻和复杂。

瑞 典 研 究 警 告 ：

AI生成的“垃圾科学”正侵蚀谷歌学术平台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一种非晶

体材料磷化铌，在制造芯片上的超薄线路时，

只有几个原子厚的磷化铌薄膜导电能力比铜

更好。此外，这种薄膜可在较低温度下沉积

生产，与现代计算机芯片相兼容。这种新材

料在未来的纳米电子学领域极具潜力，有望

带来功能更强、更节能的电子产品，帮助解决

当前电子产品中的电力和能耗问题。

随着计算机芯片越来越小、越来越复杂，

在芯片中传输电信号的超薄金属线已成为一

个薄弱环节。随着线路更细更薄，标准金属

线的导电能力会变差，最终限制纳米级电子

产品的尺寸、效率和性能。

而新型导体磷化铌是拓扑半金属，其整个

材料都可导电，但外表面比中间导电性更好。

随着磷化铌薄膜变薄，中间部分收缩，但其表面

积不变甚至更大，更好的表面导电能力使整个

材料成为更好的导体。另一方面，铜等传统金

属一旦薄于50纳米，导电能力会变得更差。

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室温下工作，磷化

铌在薄膜厚度低于 5 纳米时，导电性也比铜

更好。在这种尺寸下，铜线难以跟上快速发

射的电信号，并耗散更多的热能。

此前，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可用于纳米

电子领域的导电材料，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

候选材料都有极其精确的晶体结构，要在非常

高温度下才能形成。此次研究制造的磷化铌

薄膜，有望成为更理想的导体，也为探索利用

其他拓扑半金属制造超薄电路铺平了道路。

研究显示，磷化铌薄膜可在相对较低温

度下形成。在 400℃下，研究人员可将磷化铌

沉积为薄膜，这一温度可避免损坏或破坏现

有的硅计算机芯片。

研究人员指出，磷化铌薄膜并不会快速

取代所有计算机芯片中的铜，在制造较厚线

路和电线时，铜仍然是更好的选择，而磷化铌

更适用于最薄处的连接。

一般来说，金属线在导电这件事上只能

“以胖为美”，如果线变细，导电性能就会变

差。在一切小型化的今天，超薄金属线的导电

能力就成了问题。但新型导体磷化铌不一样，

它“越细越吃香”，即使薄如蝉翼，导电能力也

比常用的铜更好。而且，磷化铌薄膜可以在较

低温度下形成，能与现有芯片材料“和平共

处”。我们可以在计算机芯片中进行小规模的

材料更新，将磷化铌用于最薄处的连接，以制

造性能更高和更节能的纳米级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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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

者刘霞）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开发出

一种名为 TriOx 的血液检测新方法。

在机器学习技术的帮助下，这种液体

活检方法能够在多种癌症的最早期阶

段作出精准检测。相关论文发表于最

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

TriOx通过分析血液中DNA的多

种特征，识别出癌症的“细微信号”。

测试结果显示，TriOx不仅准确检测出

了直肠癌、食道癌、胰腺癌、肾脏癌、卵

巢癌和乳腺癌这6种癌症，还能准确将

癌症患者与健康人群区别开来。

近年来，液体活检技术因其较小

的侵入性而在疾病检测领域备受关

注。但目前临床上广泛采用的液体活

检方法大多只能针对癌症 DNA 的一

两个特征进行检测，无法识别出多种

癌症。在最新研究中，牛津大学科学

家将一种名为 TAPS 的尖端 DNA 分

析技术与机器学习算法相结合，对癌

症 DNA 的多个关键特征进行全面分

析，显著提升了癌症检测的精确度，准

确检测出了 6种癌症。

团队还利用 TriOx 对癌症患者和

非癌症患者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评估。

结果显示，TriOx 能以 94.9%的准确度

将两者区分开来。这可以确保非癌症

患者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同时让癌症

患者能够更快接受治疗。

团队强调称，当前的癌症筛查方法

仅限于少数癌症，而且大多侵入性较

高，这导致很多人不愿意或无法定期接

受检查。尽管 TriOx 仍处于早期研发

阶段，但他们相信，未来有望通过简单

的血液检测方法筛查出多种癌症。

机器学习助力多种癌症早期筛查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

生物样本库近日宣布启动一项全球最

全面的人体蛋白质研究项目，旨在深

入探索人体内循环蛋白质对疾病及其

治疗的影响。此项目计划检测多达

5400 种蛋白质在 60 万个样本中的表

达情况，这些样本来源于 50 万名参与

者，并包括长达 15年跟踪采集的 10万

个重复样本。

群体蛋白质组学作为一个新兴领

域，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展现出巨

大潜力。研究的第一阶段将分析 30

万个样本，其中包含 25 万名参与者的

初次采样和 5 万名参与者的后续采

样。通过评估血液中数千种蛋白质的

数量变化，科学家们能够更深入了解

这些分子在中老年人群中与多种疾病

相关的潜在作用。

这项工作建立在一个成功的试点

项目之上，该项目于 2023年 10月发布

了来自 54000名参与者的近 3000种循

环蛋白的数据，揭示了超过14000个遗

传变异与蛋白质水平之间的关联，大部

分是首次发现。该试点项目的成果发

表后受到广泛关注，引用次数超过 400

次，为理解疾病的发展机制提供了宝贵

洞见，并促进了预测模型的开发以及针

对特定疾病的靶向疗法的研究进展。

此次新的大规模研究由一个 14

家顶尖生物制药公司组成的联盟资

助，将扩大数据集至原来的 10 倍，使

研究人员能够同时查阅 50 万人的蛋

白质组学和遗传信息，观察蛋白质水

平的变化模式，并为人工智能模型的

创建铺平道路。

预计从 2026 年起，蛋白质组学数

据结果将分批提供给获得批准的研究

人员使用。

人体内循环蛋白质研究项目启动

带有超薄磷化铌线路图案的芯片。
图片来源：美国斯坦福大学

谷歌学术平台中发现了上百篇疑
似由AI生成的文章。

图片来源：瑞典布罗斯大学学院

随着 ChatGPT 横空出世，人工智

能（AI）领域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英伟

达公司的高端图形处理单元（GPU）芯

片“一飞冲天”，受到各大科技公司追

捧。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初创公司另辟

蹊径，专注于研制另一种芯片——AI

推理芯片，为 AI 产品的蓬勃发展和应

用注入全新动力。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这

些 AI 推 理 芯 片 旨 在 降 低 生 成 式 AI

所 需 的 高 昂 计 算 成 本 ，更 贴 合 AI 工

具 的 日 常 运 行 要 求 。 此类芯片成本

的不断下探和性能的持续提升，有望

掀 起 新 一 轮 AI 应 用 创 新 浪 潮 ，让 更

多复杂且强大的 AI 应用走进千家万

户。

推理计算需求水涨船高

训练与推理，是 AI 大语言模型两

大核心能力的坚固基石。

在应用过程中，经过训练的 Chat-

GPT 等生成式 AI 工具会吸纳新信息，

从中进行推理并生成回应，如撰写文

档、生成图像等。这类 AI 工具可应用

于医疗诊断、自动驾驶、自然语言理解

等领域。

随着 AI 模型的广泛应用，需要进

行推理计算的硬件日益增多，对推理

芯片的需求也将“水涨船高”。国际

数据公司（IDC）的报告显示，未来几

年 ，推 理 端 的 AI 服 务 器 占 比 将 持 续

攀升。预计到 2027 年，用于推理的工

作负载将占据七成以上。

科技公司竞推新产品

Cerebras、Groq 和 d-Matrix 等初创

公司，以及超威半导体公司（AMD）和

英特尔等传统巨头，纷纷推出了 AI 推

理芯片。这些公司敏锐捕捉到了 AI推

理芯片“大显身手”的契机。

据 Cerebras公司官网报道，2024 年

8 月 28 日，该公司推出了同名 AI 推理

芯片。这款芯片在 Llama 3.1-8B 模型

上实现了 1800token/秒的推理速度；在

Llama 3.1 70B 上 实 现 了 450token/秒

的推理速度，约是英伟达 GPU 推理速

度的 20 倍。Token 指 AI处理文本的最

小单元或基本元素，如一个单词、一个

字符等。

Cerebras 公司解释说，这一卓越表

现得益于其创新的 AI 芯片设计方案。

其晶圆级引擎（WSE）宛如一座庞大的

“计算工厂”，最大特点是尺寸惊人——

单个芯片几乎占据了一整块晶圆的面

积。在这个超大芯片上，计算单元和内

存单元高度集成，形成一个密集的网格

结构。这样的设计，让数据能在极短距

离内，于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传

输，从根本上降低了数据移动成本，解

决了 GPU 推理无法避免的内存带宽瓶

颈。此类大芯片能更快处理信息，从而

在更短时间内给出答案。

早在去年 2月，Groq公司就发布了

自己的 AI 推理芯片 GroqCloud。它在

Llama 3.1 70B 模 型 上 实 现 了 250to-

ken/秒的推理服务，速度比 GPU 几乎

提升了一个量级。

去 年 11 月 19 日 ，硅 谷 初 创 公 司

d-Matrix 宣 布 ，其 首 款 AI 推 理 芯 片

Corsair已开始出货，旨在提供聊天机器

人和视频生成等服务。Corsair 在单服

务器环境下，能让 Llama3 8B 模型实现

60000token/秒的处理能力，且每个 to-

ken 的延迟仅为 1 毫秒，充分彰显了其

在高速处理大规模数据方面的卓越性

能。更值得一提的是，与 GPU 及其他

方案相比，Corsair能在提供同等性能的

同时，大幅降低能耗和成本。

应用开发走上新赛道

亚马逊、谷歌、元宇宙平台、微软等

科 技 公 司 纷 纷 斥 巨 资 ，抢 购 昂 贵 的

GPU，以期在 AI 开发赛道拔得头筹。

与此同时，AI 推理芯片制造商则将目

光瞄准了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希望能在

这片新蓝海中大显身手。

这些潜在客户不乏那些渴望利用

新兴的生成式 AI 技术，却又不想大费

周章自建 AI 基础设施的财富 500 强企

业。而且，购买 AI 推理芯片比从英伟

达等公司购买 GPU 便宜。AI推理芯片

旨在优化推理计算的速度与效率，尤其

擅长智能建议、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等领域。

业内专家称，一旦推理速度提升至

每秒数千 token，AI 模型将能在眨眼之

间完成复杂问题的思考与回答过程。

这不仅能让现有应用的交互效率实现

质的飞跃，还将带来一系列令人耳目一

新的人机交互场景。例如，在语音对话

领域，延时将被压缩至毫秒级，能实现

近乎自然的对话体验；在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领域，AI 将能实时生成和调整

虚拟环境、角色对话以及交互逻辑，给

用户带来个性化、沉浸式体验。

AI推理芯片激发新一轮应用创新

d-Matrix公司首款AI推理芯片Corsair及其4块芯片的封装。
图片来源：美国d-Matrix公司

锑原子有 8个不
同自旋方向，其量子
态的叠加比传统量子
比特更复杂。研究人
员解释说，锑原子就
像有7条命的猫。

图片来源：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