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桐）施
普林格·自然旗下专业学术期
刊《自然·通讯》发表一篇论文
指出，在木星磁层中存在磁鞘
射流，这使木星成为已知拥有
此类射流的行星之一。这些发
现或能增进我们对磁鞘射流在
不同行星环境下如何形成，以
及它们对行星磁场潜在影响的
了解。

磁 鞘 射 流 是 一 种 发 生 在
行星磁层外层的动压高于周
围的等离子体。最近在火星
磁鞘也发现这些射流，水星可
能也有，但因数据有限，这种
射流在其他行星磁层的存在
尚不明确。研究地球磁鞘射
流的形成和影响，对理解影响
卫星运作和通讯的空间天气
事件十分重要。

论 文 作 者 和 同 事 分 析 了
1979 年旅行者 2 号探测器的数
据，检测到木星磁鞘3个射流在
弓形激波下游，一个射流朝向
太阳方向，两个与太阳方向相
反。论文作者比较了木星与地
球、火星磁鞘中检测到的射流，
发现这些射流大小与弓形激波
大小成正比。论文作者分析卡
西尼号发回的数据，发现有证
据表明土星磁鞘可能存在日向
射流。

对水星和土星磁鞘中可能
存在射流与其他行星进行比较
后，论文作者认为这些射流可
能在太阳系行星磁鞘中普遍存
在，预估木星和土星这些气态巨
星上的射流要比地球强烈许多，
未来应研究这些射流如何影响
行星磁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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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磁层
检测到射流

2023中关村论坛上展出的1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模型）。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赋能智慧交通赋能智慧交通
量子计算量子计算产业化在提速产业化在提速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陈陈 杰杰

“普通人的大脑潜能只开发了10%；右
脑比左脑更强大，多用左手可以开发右脑；
你属于听觉型学习者；听莫扎特音乐可以
激发大脑α波，让你学习效率加倍”。 这
类宣传往往引用脑科学论文或数据，乍一
看有理有据，再加上商业炒作，让人以为通
过某种训练就可以进入脑力提升的快车
道。它们是神经科学还是披着神经科学外
衣的“神经神话”？

“神经神话”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医
学领域，用来阐述临床诊断和病因分析
中被错误使用的神经科学知识。大脑
与学习密切相关，神经神话在教育领域
泛滥日益明显。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脑与学习项目组将神经神话定
义为“对科学研究成果的误解、误译、误
引产生的错误概念，可作为教育或其他
领域脑科学研究的充分证据”。

神经神话是怎么产生的呢？以“普
通人的大脑潜能只开发了10%”为例，在
某个时段使用脑成像技术也许会看见
10%的脑区比较活跃，另外 90%的脑区
相对不那么活跃，但是不那么活跃的脑

区只是暂时相对沉默，并非永远不起反
应。从细胞角度来看，大脑存在两种细
胞，一种是受刺激后能够起反应的神经
元，另一种是受刺激后不能起反应的神
经胶质细胞。神经胶质细胞发挥支撑、
定向、绝缘、营养、修复等作用，可以视
作神经元的后勤保障系统，它们数量众
多，比神经元多了10倍以上。我们不能
因为神经胶质细胞占到90%以上，就说
大脑有90%的功能没有被开发。

再以“开发右脑”为例来说明。获
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
国神经生物学家斯佩里通过对裂脑人
和动物大量实验指出，大脑两个半球具
有分工：左半球主要负责逻辑、理解、记
忆、时间、语言、排列、分类、书写等，右
半球主要负责空间记忆、直觉、情感、身
体协调、美术、音乐节奏、想象、灵感、顿
悟等。充分挖掘右脑潜能，将激发人类
的创造才能。然而，这个发现常被人们
过度解读。事实上，右脑和左脑的分工
并不是绝对的，逻辑、理解、记忆、情感、
想象等脑功能都需要两个半球共同参
与，只不过在执行某些功能时左脑更积
极一些，执行其他功能时右脑更积极一
些，它们就像小提琴和钢琴的合奏，必
须相互配合才能演奏出完美的旋律。

至于“多用左手可以开发右脑”就

更荒谬了。多用左手充其量只能开发
右脑运动皮层支配左手的那一小块区
域，并不会促进其他区域功能的开发。

有些神经神话涉及的观念并非谬
误，而是错误引用了脑科学知识。美国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心理学家加德纳
于1983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论。该理论
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多种智能，传统教育
只注重培养语言文字智能和逻辑数理
智能，却忽视了其他智能的培养。多元
智能理论有积极意义，然而加德纳宣称
每种智能来自特定的脑区，这与脑科学
研究结论“每种智能涉及多个脑区”不
符，因此也被视为“神经神话”。

神经神话流传广泛，迎合了人们希
望快速提升智力的心理，助长了歪曲科
学的不良风气。为了抵制神经神话的谣
传，渐渐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教育
神经科学。它是脑科学、认知科学和教
育学的交集，试图通过脑科学知识来提
升教与学的效能，让学习的过程更加轻
松愉快、事半功倍。目前，教育神经科学
尚处于初生阶段，从理论到实践还有漫
长的路要走，相信未来会给学习者带来
启发和帮助，激发人脑更大的潜能。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科普与继续教育委员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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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这些“神经神话”误导
□ 王 欣

科学家在实验室通过脑电波扫描仪检查男人大脑。视觉中国供图

量子计算被视作计算科学领域的一
次革命，对于解决特定类型的问题具有
巨大潜力。然而，全球可用的量子计算
机数量有限、成本高昂且运行条件苛刻，
极大地限制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落地。

1月7日，在“治理护航·数智赋能”
首届创新论坛暨上海软件中心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启科量子联合上海软件中
心、中交通信大数据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并发布基于量子计算云平台的交
通物流大数据解决方案，三方还将共建

“量超融合”算力中心，积极推动量子计
算在国内的产业化落地。

找准场景促落地

随着交通领域的智能化持续深入，
庞大的数据汇集到交通数据中心后，对
传统的经典计算也提出了更高更复杂
的算力要求。

中交通信大数据董事长徐明强表
示，量子计算在特定复杂问题上具有经
典计算无法比拟的算力优势。“在智慧
交通领域，量子计算能有效应对海量增
长的数据信息与不断增加的数字化情
境，物流与供应链等对基础算力提出了

新挑战。”
基于量子计算云平台的交通物流

大数据解决方案，旨在运用量子计算技
术提升交通系统的时空优化能力，增强
路径规划的群智计算力，充分发挥量子
计算在智慧城市中交通与物流系统建
设的高效与安全性。

“量子计算不是万能的，也不能解
决智慧交通所有场景下的需求，但量子
计算结合经典计算肯定能解决大部分
问题。”徐明强认为，基于量子计算的赋
能，未来高级别的智能驾驶将不再是畅
想，诸如载人无人机、无人车出行、无人
船货运等高效、低碳、绿色的智慧交通
场景也更有可能走进千家万户。

此次在智慧交通领域的落地，被视
为量子计算与量子网络关键技术突破
和成果转化的关键一步。上海软件中
心主任蔡立志告诉记者，通过三方合
作，可以看到将量子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融合应用于交通、信息安全的可能性。

“量子信息产业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目前最大
的障碍是缺乏更多适合量子计算的应
用场景。”

“量超融合”谋发展

在科学家的眼中，未来量子计算可
以比经典计算快1亿倍。启科量子首席
科学家罗乐认为，这只是一个长远的期
望，目前量子计算在技术上还达不到。

“量子计算的产业化并不是一锤定音式
的产业化，而是融入式、导入式的产业
化过程，它不是要取代当前的经典计
算，而是辅助其应对更多样化的算力需
求。”

此次三方共建的算力中心就特别
强调了“量超融合”。蔡立志表示，量子
计算确实有很多优势，但并不能解决所
有的算力问题。“‘量超融合’其实就是
把原来的超算中心和量子计算作为一

个互补，形成一种新的架构模式。”
“量超融合”算力中心是一个跨领

域的合作项目，其中启科量子提供量子
计算和量子通信技术支持，中交大数据
作为国家级交通大数据平台，提供多领
域场景和超算支持，而上海软件中心则
负责相关软件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制定，
确保运行高效与安全。

当前，全球量子计算处于快速发展
期，并有望在医疗、金融、交通、密码学等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罗乐认为，未来无
论从研发还是产业化演进趋势来看，量
子信息的混合研发、合作推进模式或将
成为主流。“要让量子计算飞入寻常百姓
家，还需要更多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实践
推动其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