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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1月25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科

学家利用一种巨大的里德伯原子，研

制出新型量子温度计。通过监测这些

巨大原子与环境中热量之间的相互作

用，他们获得了非常精确的温度测量

结果。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物

理评论研究》杂志。

高 激 发 原 子 是 一 个 价 电 子 被 激

发 到 高 量 子 态（主 量 子 数 n 很 大）的

原子，也被称为里德伯原子。为制造

精确的温度计，研究团队在真空室中

充入铷原子气体，随后使用激光和磁

场 将 其 捕 获 并 冷 却 到 接 近 绝 对 零

度。然后，他们再使用激光，让原子

最外层的电子跃升至非常高的能量

轨道，得到的里德伯原子比普通铷原

子大 1000 倍。

里德伯原子最外层电子远离原子

核，使其对电场和外部干扰更敏感。

这些影响包括黑体辐射，即周围物体

发出的热量。黑体辐射会导致里德伯

原子内的电子跃迁到更高的能量轨

道。由于温度升高会增加环境黑体辐

射数量以及电子跃迁速率，通过跟踪

这些随时间变化的能量跃迁就可以测

量温度。

这种方法可以检测到最微小的温

度变化，且无需接触被测物体即可测

量，测量范围为 0 至 100 摄氏度。这一

突破有望提升原子钟精度，因为原子

钟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微小的温度

变化都会导致误差。

与传统温度计不同，新研制的温

度计基于量子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不

需要像其他温度计那样进行常规校

准，即可提供精确的符合国际标准的

测量结果。除应用于精密科学领域，

新型温度计还可以在航天器、先进制

造厂内大显身手。

巨型里德伯原子“化身”量子温度计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第二物理研究所领导

的团队开发出可改造人造细胞的 DNA 纳米

机器人。这一创新技术能控制合成细胞中脂

质膜的形状和通透性，为合成生物学发展提

供了全新工具。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

《自然·材料》杂志上。

细胞的形态对生物功能至关重要，这一

概念符合“形式追随功能”的设计原则。该原

则强调结构应根据其预期用途来决定，而能

否将此原则应用于人造细胞，正是合成生物

学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随着 DNA 纳米技

术的发展，科学家现已能够构建足够大的运

输通道，允许治疗性蛋白质穿过细胞膜，为解

决这一挑战提供了希望。

利用信号依赖性的 DNA纳米机器人，团

队此次实现了与合成细胞的可编程交互，这

是应用 DNA 纳米技术调控细胞行为的重要

一步。他们利用一种模仿活细胞的简单结

构——巨型单层囊泡（GUV），通过 DNA 折

纸技术构造可重构纳米机器人。这种机器人

能够在微米尺度上改变周围环境，并且成功

地影响了 GUV的形状和功能。

具体来说，这些变形的 DNA纳米机器人

可以促使 GUV 变形并形成合成通道，允许大

分子如治疗性蛋白质或酶穿越膜，在需要时

还可以重新密封。这表明，DNA 纳米机器人

可用于设计 GUV 的形态和配置，从而实现膜

内运输通道的形成。当应用于活细胞时，它

能促进药物或酶的有效传输至细胞内部的目

标位置，为药物递送和其他治疗干预措施开

辟了新路径。

这项成果不仅展示了如何用 DNA 纳米

机器人操控合成细胞，也为未来医学应用带

来了新机遇。

这项研究成果扩展了我们对细胞结构

和功能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为生物医

学工程开辟了新途径。它预示着一个可以

通过设计和制造具有特定功能的人造细胞

来解决复杂健康问题的时代即将到来。尽

管如此，要将这些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临床实

践，还需要克服许多挑战，包括安全性、稳定

性和大规模生产等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进步，这些问题终将被逐一攻克，为人

类健康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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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来自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德国亚琛工

业大学的研究团队，首次在离子阱量

子计算机上使用两种不同的量子纠错

码实现了一组通用量子门。也就是

说，利用新方法，量子计算机将能有效

抑制错误，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无错误

计算。研究成果 1 月 24 日发表于《自

然·物理》杂志。

计算机错误大多能借助技术措施

进行预防，或在计算过程中被发现并

尝试纠正。在量子计算机中纠正错误

的确不容易，因为无法复制未知的量

子态。这意味着在计算过程中无法多

次保存量子态，也无法通过比较副本

来发现错误。

受经典计算机科学启发，量子物

理学开发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即将量

子信息分布到多个纠缠的量子比特

上，以此实现冗余存储。这种方法的

实现方式由“纠错码”定义。

2022 年，该研究团队在容错量子

比特上实现了一组通用操作，展示了

如何在量子计算机上编程算法，以便

有效地纠正错误。然而，不同的量子

纠错码也带来了不同的难题。依据相

关定理，在量子计算领域，尚未发现一

种纠错码能够在不受到任何错误干扰

的前提下，轻松实现逻辑量子比特所

需的所有门操作，同时又能免受错误

影响。

为了规避这一难题，团队提出了

一种方法，使量子计算机能够在两种

纠错码之间以容错的方式来回切换。

这样，当第一种纠错码中出现难以实

现的逻辑门时，量子计算机就可以切

换到第二种纠错码。这有助于实现计

算所需的所有门。

离子阱量子计算实现双码纠错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意大利

热那亚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和英国

罗汉普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世界卫

生组织数据库中百年来的相关数据进

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百年来男

性身高和体重的增速是女性的两倍。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生物

学快报》杂志。

此前的研究表明，许多物种的雄性

和雌性在体型上存在差异。对于很多

物种来说，由于争夺配偶或雌性选择，

雄性体型更大。而在某些情况下，雌性

则因生殖需求而体型较大。在人类中，

男性普遍比女性更高、更重、更强壮。

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利用了

世界卫生组织自 1900 年以来收集的

数百万人的数据集，并从中精选出覆

盖 62 个国家的大约 13.5 万个个体案

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由于

饮食和医疗保健的改善，男性和女性

的身高和体重均有所增长，且男性身

高和体重的增速是女性的两倍。他们

认为，男性体型和体重的迅速增加或

许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百年来男性身高体重增速是女性两倍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比利

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主导的一项研

究揭示，DNA 和 RNA 的表观遗传学

协 同 调 控 比 过 去 想 象 的 更 加 紧 密 。

这项发表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上

的研究，结合了 DNA 和 RNA 研究结

果，指出这两种调控方式共同作用，

形成一个互补系统：DNA 表观遗传学

决定了哪些基因可以被激活，而 RNA

表观遗传学则动态调整这些基因的

表达水平。

人类基因就像一本操作手册，包

含了身体运作的所有指示，但是为了

确保每个细胞都能恰当地履行职责，

这些指示必须经过精心调节。这时就

需要 DNA 和 RNA 表观遗传学来发挥

作用了。它们通过添加“标记”来控制

基因的开启或关闭，但不会改变基因

本身的序列。

此 前 ，科 学 家 通 常 将 DNA 和

RNA 的表观遗传学视为两个独立运

作的系统。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当两

者同时对某个基因进行标记时，能够

更高效地激活该基因；反之，如果其中

一个过程发生异常，则可能导致基因

活性下降。这种协同效应在细胞发育

过程中特别重要，比如在胚胎干细胞

分化为不同类型的成熟细胞时，能提

供极其精确的基因活性调控，这对于

生物体的正常发育和细胞执行功能至

关重要。

这项发现对于医学领域也有重大

意义，尤其是在癌症治疗方面。由于

癌症往往涉及基因调控机制的失调，

理解并利用这一互补的调节系统可能

会带来新疗法。科学家希望开发出

“表观遗传药物”，可以同时针对 DNA

和 RNA 的调控路径，以更精准、个性

化的方式恢复癌变细胞的正常调控，

从而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DNA与RNA能协同互补调控基因表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最新

一期《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观

察性研究，科学家对使用胰高血糖素

样肽 1 受体激动剂（GLP-1RA）的健

康影响进行了分析，结论是 42 种健康

风险下降以及 19种健康风险上升。

GLP-1RA 在过去几年里因宣称

具有减重效果而广为流行。人们也在

研究 GLP-1RA 的更广泛疗效，包括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骨关节炎和睡眠

呼吸暂停等疾病。但一些不良事件如

自杀倾向和胃肠道问题也有所报道。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GLP-1RA 的

健康获益和风险。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团队分

析了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据，研

究 了 215970 名 糖 尿 病 患 者 使 用

GLP-1RA 和 175 种 健 康 结 果 的 关

系。与使用非 GLP-1RA 抗高血糖药

物 的 对 照 人 群 比 较 后 发 现 ，使 用

GLP-1RA 的参与者发生凝血和心脏

代谢疾病（如深静脉血栓、肺栓塞、中

风、心脏骤停、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

的风险较低。他们还提出其他潜在有

益效果，包括与较低的精神疾病、癫

痫、细菌感染和肺炎风险等相关。同

时他们也发现，使用 GLP-1RA 与胃

肠道疾病（如恶心呕吐、憩室炎、胃炎

和腹痛）以及低血压、晕厥和关节炎风

险升高有关。

团队强调，该发现是观察性的，不

能表明因果关系，但这些发现有助于

描述 GLP-1RA的广泛健康影响。

流行减重药获益与风险共存

198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

查德·费曼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

一场演讲。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想法：利用量子力学的奇异特性来进行

计算。费曼的这一理念犹如一颗开创

性的种子，为量子计算领域的兴起奠定

了基础。

但是，历经多年迅猛发展，物理学

家们仍未打造出既适用于日常使用又

能在正常条件下稳定运行的实用量子

计算机。

不过，就在近日，澳大利亚《对话》

杂志刊文称，实用的量子计算机即将实

现。微软公司也认为，是时候为量子计

算机时代做准备了。

那么，量子计算机有哪些优势？人

们距离量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还有多

远的路程呢？

能快速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一 次 性 洞 悉 一 个 问 题 的 全 部 潜

在解决方案，就像被赋予了一种超能

力，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同步探

索所有潜在路径，从而迅速锁定正确

出口。基于这样的设想，量子计算机

在追寻最优解的过程中展现出惊人

的速度，无论是寻找最短路径，还是

解 决 问 题 的 最 快 方 式 ，皆 能 轻 松 应

对，游刃有余。

举个例子，航空公司需要在航班延

误或意外事件后重新安排航班，这是现

实生活中时常遇到的问题，但其解决方

案往往并非最优。为了计算出最佳的

应对措施，经典计算机需要逐一考虑所

有可能的航班调整方案，其复杂程度令

人咋舌。

然而，量子计算机却能一次性尝试

所有这些可能性，让最佳配置自然而然

地浮出水面。此外，量子比特还具有一

种被称为纠缠的物理特性。当量子比

特纠缠在一起时，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

可以影响另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无论

它们相隔多远。这一特性同样是经典

计算机所不具备的，这使得量子计算机

比经典计算机能以指数级的速度解决

某些问题。

会完全取代经典计算机吗

量子计算机在解决特定问题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模拟分子间的

相互作用、从多个选项中找到最佳解决

方案或处理加密和解密等。但它们并

不适用于每种类型的任务。

经典计算机按照线性顺序依次处

理每个计算，遵循经典算法，这使得它

们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稳健且不易出

错。对于日常计算需求，如文字处理或

浏览互联网等，经典计算机仍将在较长

时间内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在于实用性。要想打造一台能稳定计

算的量子计算机，简直难如登天。量子

世界极不稳定，量子比特极易受到周围

环境诸如电磁辐射等因素的侵扰，稍有

不慎便会出错。

第二个原因在于处理量子比特时

固有的不确定性。量子比特处于叠加

态，既不是 0也不是 1，因此它们不像经

典计算中那样可预测。因此，物理学家

用概率来描述量子比特及其计算。这

意味着，即便是使用相同的量子算法，

在相同的量子计算机上反复求解同一

问题，也可能会每次都得到截然不同的

答案。

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量子算

法通常会运行多次。然后，研究人员

会对这些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

最可能的正确答案。利用这种方法研

究人员才能从量子计算中提取出有意

义的信息。

未来十年或将大放光彩

从 商 业 角 度 来 看 ，量 子 计 算 机

的 发 展 仍 处 于 萌 芽 阶 段 ，但 格 局 已

初具规模。每年都有众多新公司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 ，其 中 不 乏 像 IBM

和 谷 歌 这 样 的 行 业 巨 头 ，也 有 如

IQM、Pasqal 以 及 Alice 和 Bob 等 初 创

企业崭露头角。他们都在致力于使

量 子 计 算 机 更 加 可 靠 、可 扩 展 且 易

于访问。

过去，制造商常以量子计算机中的

量子位数量作为衡量机器性能的指标，

如今，他们越来越重视找到纠正量子计

算机容易出错的方法。这一转变对于

开发大规模、容错性强的量子计算机至

关重要，这些技术对于提高其可用性至

关重要。

谷歌最新的量子芯片 Willow 在这

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谷歌在 Wil-

low 中使用的量子比特越多，错误率就

越低。这标志着在构建能彻底改变医

学、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商业量子

计算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光阴流转，量子计算已成为计算机

科学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尽

管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专家预计，其在

未来十年将取得重大进展。

量子计算机距广泛应用还远吗

这是使用里
德伯原子测量温
度 的 实 验 室 装
置 ，其 中 发 光 的
红色球体为该装
置中使用的大约
100 万 个 铷 原 子
组成的云团。

图片来源：美
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

借助新方法，
量子计算机采用
在两种不同的量
子纠错码之间来
回切换的算法进
行计算，实现了纠
错计算操作。

图片来源：奥
地利因斯布鲁克
大学

部分分析研究报告。
图片来源：英国《自然·医学》杂志

可重构DNA纳米机器人在合成细胞表面工作。
图片来源：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许多公司致力于打造实用的量子计算机。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对话》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