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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堪称最火， 吸引
全球目光， 凝结人类合力；这
种粒子重要而神秘，科学家苦
寻半个世纪，终在世界最大实
验室现身； 这份邀约来自中
国， 以星辰大海为共同目标，
被联合国称为“伟大范例”
……

科技全球化，是人类共同
面对、携手解决许多大科学问
题的内在需要， 是科学发展、
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
人类科技大成果、 大事件，无
不呈现出全球性越发突出、国
际合作更加深入的特点，科技
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

一张全球拍的照片
这无疑是今年最火的一

张照片：今年4月，人类第一张
黑洞照片问世，强势占据全球
各大媒体头条，“甜甜圈”“蜂
窝煤”等演绎版也火遍社交网
络。

尽管“有点糊”，但这张照
片有足够理由令全球瞩目。 它
给出了黑洞存在的最直接证
据，验证了广义相对论，有助
于探索宇宙形成之谜，被学界
誉为“非凡的科研成果”，天文
学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重大成果的背后，是
全球超过200名研究人员的共
同努力。 2017年4月，从美国夏

威夷到智利、从伊比利亚半岛
到南极的多个射电望远镜在
同一时刻对准同一黑洞拍照，
又由多国科研人员经过近两
年的数据处理及理论分析后

“冲洗”出来。
对这个“上一代人不可能

做到”的壮举，给黑洞拍照的
“事件视界望远镜” 项目科学
委员会主席、荷兰奈梅亨大学
教授海诺·法尔克道出成功因
素： 先进科学设备固然重要，
全球合作更为关键。“不同文
化、不同机构、不同国家和大
洲（的科研人员）走到一起合
作并不容易，但如果有共同愿
景的驱动，有首次看到黑洞的
共同梦想，合作就变得可能。 ”
法尔克说。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重大
科研成果都离不开广泛的国
际合作。 这反映出21世纪以来
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全球性
大科学工程解决特定大科学
问题作用显著。

一种众人寻的粒子
希格斯玻色子，物质的质

量之源，由于难以寻觅又极为
重要， 被称为“上帝粒子”。
2012年，这种粒子在被预言半
世纪后终得实验确认，该成果
当选美国《科学》杂志当年度
头号科学突破。

时任《科学》杂志总编辑
布鲁斯·艾伯茨在社论中说，
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既是人
类智慧的胜利，也是全球数千
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数十年
辛勤工作的顶峰”。

这一成果，让世界最大实
验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更加广为人知。 这里有方圆几
十公里的园区，横跨法国和瑞
士两国的地下隧道，更有来自
全球数百所大学与科研机构
的数千名科研人员，俨然一个
科学“地球村”。

这一成果，让人们得以窥
见如今科研机构的全球化达
到何等程度。 探索自然规律、
应对气候变化、 解决能源问
题、研发新药物新疗法……全
球化的科学问题，催生了越来
越多的全球化科研机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1月发
布的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报
告》指出，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
合作日益紧密、 更加国际化的
特点。 比如，在本世纪初，所有
科学论文中的64%由科学家以
团队形式完成， 所有专利中的
54%由发明人团队获得；到
2015年以后，这两项比例分别
增至近88%和68%。 由不同国
家两名或更多研究人员共同开
展的科学合作份额则从1998
年的15%增至2017年的2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
事弗朗西斯·高锐说， 当今的
创新格局在全球范围内紧密
关联。 面对共同的全球挑战，
各经济体必须在追求创新方
面保持开放。

一份去太空的邀约
今年6月，17个国家的9个

科学项目得到确认，将能够进
入太空开展实验。 实验地点：
中国空间站。 这些国家中，有
波兰、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墨
西哥、秘鲁等空间探索领域的

“新面孔”。 而这还只是首批项
目， 未来这份名单会越来越
长。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
公室6月12日在维也纳联合宣
布， 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
从42项申请中脱颖而出，成为
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
选项目。

这一切，源于一份真诚邀
约。 去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
事务办公室联合发布合作机
会公告，邀请世界各国利用未
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
搭载实验等合作。 中国愿意为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供使用
中国空间站的机会。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
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
说，联合国此前与其他一些太
空机构有过类似合作，但没有
任何一项协议的包容程度能
与此相比，中国开放空间站是
一个“伟大范例”。 英国皇家天
文学会前会长马丁·巴斯托也
评论道， 这份邀约令人激动，
“将给很多没有机会进入太空
的国家提供机会”。

高擎全球化大旗，坚持开
放合作，是中国在包括航天在
内科技领域的一贯立场。“科
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今年
10月底在中国召开的第二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以此为
主题，也传递出中国以科技创
新破解全球性问题的决心和
诚意。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
创造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必
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
搏。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
强科学研究， 密切科研协作，
推动科技进步， 应对时代挑
战。 /新华社

众智所为无不成
———以科技全球化破解大科学问题

研制量子计算机是当前国
际前沿科技的重大挑战，近期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潘建伟等人与德国、荷
兰的科学家合作，在国际上首
次实现了20光子输入60×60
模式干涉线路的玻色取样量
子计算，在四大关键指标上均
大幅刷新国际记录，逼近实现
量子计算研究的重要目标“量
子霸权”。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物理评论快报》日前以“编辑
推荐”的形式发表了该成果。

量子计算机在原理上具有

超快的并行计算能力，成为当
前国际学界角逐的焦点。 其
中，量子计算研究的第一个阶
段性目标是实现“量子霸权”，
即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计算
能力超过现有最强的传统计
算机，证明了量子计算机的优
越性。

中科大潘建伟、陆朝阳研
究组长期致力于量子计算研
究。 近期，他们利用自主研发
的先进单光子源、多通道光学
干涉仪，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尤

立星以及德国、荷兰的科学家
合作，成功实现了20光子输入
60×60模式 (60个输入口，60
层的线路深度， 包括396个分
束器和108个反射镜)干涉线路
的玻色取样实验。

与国际学界之前的研究
成果相比，他们此次实验成功
操纵的单光子数增加了5倍，
模式数增加了5倍， 取样速率
提高了6万倍， 输出态空间维
数提高了百亿倍。 其中由于多
光子高模式特性，输出态空间
达到了370万亿维数， 这等效

于48个量子比特展开的希尔
伯特空间。 因此，实验首次将
玻色取样推进到一个全新的
区域，朝着实现“量子霸权”目
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物理评论快报》 审稿人
认为，这项研究突破是“一个
巨大的飞跃 ”，“是通往实现

‘量子霸权’的‘弹簧跳板’”。
美国物理学会《物理学》网站
评价认为，这个实验已经接近
超越传统计算机，意味着量子
计算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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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量子计算研究获重要进展
玻色取样实验逼近“量子霸权”

水族馆中的鱼虾游动
时似乎安静得很，但研究人
员使用特殊设备“偷听”后
发现，水下充满了合唱团般
的丰富音色，这些轻易听不
到的声音恰恰是水下生物
的重要交流途径。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近
日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
员利用水下录音设备，在伦
敦一座水族馆录下了水下
生物发出的特殊声音，其中
有的像鼠标点击声、有的像
喇叭声、有的像蛙叫声。 这
些声音体现了发声生物的
不同意图，例如小丑鱼发出
的低沉声音是为了宣告自
己在鱼群中的领导地位，螯
虾发出尖锐的声音是为了
争夺食物。

此前已有研究显示，对
水下生物来说，声音不仅可
用于相互交流，还是选择栖
息地和探索环境的重要方
式。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人员
说，他们这是首次在英国的
水族馆录下了水下世界的
声音。

领衔这项研究的埃克
塞特大学学者史蒂夫·辛普
森说，这些水下生物发出声
音的原因很多，包括捍卫自
己的领地、警告猎食者以及
求偶，“我们听到的越多就
越能了解其中的含义”。

/新华社

25日，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河北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11 个部
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在
线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方
案》， 方案指出河北省中小
学（含教学点）宽带接入率
达到 98%， 并将探索采用
5G 等技术手段实现学校联
网全覆盖。

根据方案要求，河北省
将着力推进在线教育条件
下的教育精准扶贫。通过支
持和鼓励贫困边远地区运
用优质在线教育资源，促进
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引导
先进市县与薄弱市县通过
在线教育资源实现结对帮
扶，以专递课堂、名师课堂、
名校课堂等方式，开展联校
网教、 数字学校建设与应
用，实现“互联网 +”条件下
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同时， 河北省将加快推
进县域内优质学校与乡村小
规模学校结对帮扶， 通过组
建一批联校网教共同体，实
现课程联合编排、 教学统筹
安排、资源同步共享，着力解
决农村小规模学校课程开设
不全、师资不足等问题。

方案还明确了深化基
础教育在线资源开发与应
用的目标， 要求到 2022 年
遴选推广省级优课 5000
节，扩大在线教育数量。 同
时，设立 10 个以上“在线教
育示范区”， 探索在线教育
赋能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
典型路径，为同类区域的教
育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新华社

河北98%中小学
接入宽带

捕捉水下世界
“丰富音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