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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教室一把椅子
20 年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间编号为

“8013”的闲置教室里，6个爱好量子计算的青年，开
始探索如何在现实中造出中国的量子计算机。拥
有可实际使用的量子计算机，意味着拥有指数级增
长的更快产品研发速度、更大协同能力……

当时，教室简陋到只有一把椅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量子

计算专业组秘书长郭国平，就是当年的6人小组成
员。他与量子“纠缠”多年，见证了我国量子技术的
起步与发展。

早在2009年，郭国平团队就在国内实验复现了
经典的量子霍尔效应，从而掌握了半导体纳米器件
极低温、极弱信号测量技术，为量子芯片和量子计
算的后续研制，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此后一步
一个脚印，逐步奠定了中国量子计算机的基石。

在郭国平看来，量子计算已从纯粹的科学研
究，发展到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并重的阶段，但如
果只依赖高校研究团队，工程技术发育不足，则无
法适应量子计算技术的前沿发展趋势。

郭国平形容创业是“逼上梁山”。2015年，郭国
平找到国内某知名芯片企业，商讨合作开发量子计
算机。但量子计算是一个前沿研究，前景莫测，企
业不愿意投入。要搞量子计算工程技术研究，只剩
下“自己干”一条路。

2017 年，郭国平与自己的老师——中科院院
士、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带领中
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博士团队，联合创立了中
国第一家量子计算公司——本源量子，目标是研发
出可供用户交互使用的工程化量子计算机，进而使
得中国拥有自主可控的量子计算能力。

研制量子计算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物理、
微电子、机械、软件等多个学科，一切都得从头干
起。

“在量子芯片新赛道上，我们绝不能落后于
人。”团队成员贾志龙博士说，为了提高量子芯片的
良品率，需要手术刀一样的机器精准剔除芯片中的
微小瑕疵，“这种仪器国内外都买不到，只能自己研
制。”

要找到极其微小的瑕疵，如同在摩天大楼里找
一块特定的墙砖做修补，他们只能一次一次测试、
一点一点改进。一个实验环节得花费 2 到 3 个小
时，一天得有6到8轮。历经上千次测试改进，团队
最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量子芯片工业生产母
机——激光退火仪。

2021年，本源量子交付了第一台量子计算机，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量子计算机整机交
付能力的国家。

“英雄走窄门”
“椅子只有一把，就轮流坐；电脑只有一台，就

轮流用。”郭国平回忆起当年仍唏嘘不已。
“椅子很快坐塌了，我们就‘站’着研究。当时

没钱买新椅子，是因为每天要花几千元买科研用的
液氦。”郭国平说，那时大家是用个人工资作担保

“借”出的研究经费。
郭国平起初根本没考虑过赚钱的事，资金极度

匮乏时，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
本源量子的实验室有一叠“共享白大褂”，没有

姓名、编号。
团队成员孔伟成博士说，为研发我国第一套量

子计算机测控系统，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夜里
来灵感冲去实验室验证，经常会忘穿白大褂，后来
就干脆在实验室常备。”

“连续14年的‘五一’假期，我都是在实验室里
过。”郭国平介绍，当年的 6 人小组，如今已发展成
2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且平均年龄不到27岁。

作为我国第一代半导体量子计算的博士，张辉
毕业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好去了上海从事

金融业。本源量子成立后，他放弃高薪，回到合肥
和导师共同创业。“‘造中国自己的量子计算机’是
我的梦想，比做任何一份事业都有意义！”

郭国平常对学生讲，“英雄走窄门”，就是要做
10年甚至50年以后重要的事。

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创业后的郭国平发现，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是

量子计算木桶上两块重要的木板，但并非全部。
“就像我们习惯了使用Windows 系统，再换国

产操作系统将非常艰难。现在也有用户习惯了使
用几大国际巨头的量子计算语言和操作系统。”郭
国平说，“留给我们追赶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到五
年。”

量子计算机的性能提升需多个领域协同，涉及
量子芯片、测控、软件、算法和云平台等。

成立之初，本源量子就定位于全栈研制开发量
子计算，系统布局量子计算生产制造链、应用生态
链和教育培训科普链。从本源量子推出第一代6比
特超导量子芯片夸父 KF-C6-130，到即将面世的

“悟空”量子计算机，我国量子计算机已经历数次迭
代。

当下，量子计算已经发展到了性能提升、生态建
设、习惯培养、应用拓展并重的阶段。郭国平特别希
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帮助量子计算机迭代。2018
年，本源量子牵头成立国内首个量子计算产业联盟，
与上下游行业伙伴构建量子计算产业生态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
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
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郭国平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中国量子计算不
是一家企业、一个团队、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期待全
国更多量子计算科研工作者紧密合作，通过一代又
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一起攀登量子计算科学高峰，一
起造出更强中国量子计算机！” 来源：科技日报

“纠缠”量子20年 只为大国算力

知识面覆盖相当广泛，回答问题不再机械生硬，还是个能写文案、编代码、做表格的
“多面手”……聊天机器人ChatGPT连日来热度不减，在替代人工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潜
力，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新一轮思考。

近日，以“加快AI落地应用，解放生产力，破解人才短缺难题”为主题，浙江省政协委员
会客厅邀请政府和相关企业代表于之江实验室举办研讨活动。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
事、之江实验室副主任鲍虎军分析道，ChatGPT这类AI应用，极大提升了人机交互能力，有
望成为类似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从而提高生产力。

从正式推出到每月活跃用户过亿，只在短短数月内实现，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推出的ChatGPT何以出圈？过硬的技术创新、工程实现能力以及投资人的勇气等
自然不可或缺。

在鲍虎军看来，模型的开发完成不是一项AI技术的终点，需要真正找到一种便捷的使
用模式，使其为更多人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了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新理论、新技术与新应用层出不
穷，但对产业是否能带来变革，还需要市场的检验，所选择的场景切入点尤为关键。

结合制造业转型需求、社会老龄化可能引发的“用工荒”等问题，浙江省经信厅总工程师李
永伟表示，加快AI技术的落地应用，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是浙江今后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

今年1月，工信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要推进
5G、人工智能、智能语音、机器视觉等技术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应用。

“尤其在恶劣环境的工作场景，需要AI机器人来代替人工操作、巡逻。”杭州申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如申举例说，比如在极寒天气下，高空中的输电线路需要除冰，稍
有不慎就很危险。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公司研制了除冰机器人并已实现应用。

业内专家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业若仅靠神经网络的训练和开源代码，缺乏足够
的商业化思考，缺乏技术门槛，缺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定力，只能是一时的
热度。当大潮退去，“裸泳者”自然无处隐蔽。 来源：科技日报

找准切入点 加速AI落地
——“ChatGPT热”之冷思考

新华社悉尼2月15日电（记者 郝亚琳）澳大利亚悉尼大
学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体内的一种细胞受体能够抑制新冠病
毒感染健康细胞，并在体内建立保护屏障。研究人员希望这
有助于研发新的抗病毒药物。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已知ACE2是新冠病毒刺突蛋白感染
人体细胞的重要受体，但除了ACE2，其他能够影响人体细胞
同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相互作用的宿主因素却并不明确。研究
人员对其他宿主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一种名为LRRC15的
细胞受体能抑制新冠病毒感染人体健康细胞。

研究论文介绍说，LRRC15 是一种细胞表面受体，和
ACE2一样，它也可以同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相结合。但是不同
于ACE2，LRRC15同冠状病毒结合后，反而会像“魔术贴”一
样牢牢粘住病毒，从而使病毒很难感染细胞。

参与这一研究的悉尼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卢律
斌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LRRC15广泛存在于
人体内，比如肺部、皮肤、舌头等，单细胞RNA测序数据显示，
健康人肺部成纤维细胞中有LRRC15的存在，但仅存在于一
小部分细胞中，而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肺部成纤维细胞中LR-
RC15显著增加。因此，LRRC15可能是身体对抗感染的自然
反应的一部分，它创造了一个“屏障”，物理上将病毒与肺细胞隔
离开。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有助于研发新的抗病毒药物。

相关论文已于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
学》杂志上。

新研究发现
能抑制新冠感染的细胞受体

2023年春节期间，在热映电影《流浪地球2》里，中国量子计算机
MOSS用强大算力，协同全球万座“行星发动机”工作的场景震撼人
心。

其实，量子计算机并非科幻之物，而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
我国第一台量子计算机，已于2021年整机交付。

一切，要从6个志存高远的年轻人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