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 月 12 日

科技
博览7责编：曹凡 版式：刘静 校对：李大志

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可谓技术界
的两大热门研究领域。它们携手组成的“梦之队”被科学
家称为量子机器学习。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
道中指出，科学家正在探索这个未来计算联盟的潜力，也
试图洞悉其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者重塑科学的面貌。

目前包括谷歌和IBM等在内的老牌科技巨头，以及
位于美国加州的Rigetti和马里兰州的IonQ等初创公司，
都在研究量子机器学习的潜力。

引各方科技企业关注
包括谷歌和IBM等在内的老牌科技巨头，以及位于

美国加州的Rigetti和马里兰州的IonQ等初创公司，都在
研究量子机器学习的潜力。

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对此也兴趣盎然。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CERN）的科学家是量子机器学习领域的先驱
者。他们已使用机器学习寻找大型强子对撞机生成的数
据中的某些亚原子粒子的“蛛丝马迹”。CERN量子计算
和机器学习研究小组负责人、物理学家索菲亚·瓦莱科萨
表示，他们希望使用量子计算机来加快或改进经典机器
学习模型。

科学家试图回答一个大问题：在某些情况下，量子机
器学习是否比经典机器学习更具优势？理论表明，对于
模拟分子或寻找大整数的素数等任务，量子计算机可提
升计算速度。但研究人员仍然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机器
学习也能如此。不过，有些科学家指出，即使无法提升运
算速度，量子机器学习也可发现经典计算机遗漏的某些
模式。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则重点关注将量子机器学习算
法应用于某些量子现象。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阿拉姆·哈鞣表示，在量
子机器学习的所有拟议应用中，这是“具有相当明显量子
优势的领域”。

量子算法并非万能
在过去20年里，量子计算研究人员开发了大量量子

算法，这些算法理论上可提高机器学习的效率。2008年，
哈鞣等人携手发明了一种量子算法，该算法在求解大型
线性方程组方面比经典计算机快数倍。

但在某些情况下，量子算法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出
色。2018年，18岁的计算机科学家唐乙文发明了一个新
的可在传统计算机上运行并完成计算的推荐算法。这种
算法与之前的推荐算法相比，实现了指数级加速，并击败
了2016年设计的一种量子机器学习算法。

唐乙文表示，对于任何有关量子算法可加速机器学
习的说法，她秉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不过，运算速度并非是评判量子算法优劣的唯一标
准。有迹象表明，由机器学习驱动的量子人工智能系统
可学会识别出数据中的模式，而经典的人工智能系统会
错过这些模式。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DESY）粒
子物理实验室的卡尔·詹森解释称，这可能是因为量子纠
缠在量子比特之间，从而让数据之间建立了关联，而经典
算法很难检测出这些关联。

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如何让量子机器学习更好发挥作用？科学家目前想

到的解决办法是：对处于量子状态的数据使用量子机器
学习算法，可避开将经典数据转化为量子态这一过程。

科学家将这些量子态直接加载到量子计算机的量子
比特上，然后使用量子机器学习来发现模式，而无需与经
典系统产生交集。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在谷歌Sycamore量子计算机
上对此进行了原理验证实验。他们用一些量子比特模拟
一种抽象材料的行为，处理器的另一部分随后从这些量
子比特中获取信息，并使用量子机器学习对其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这项技术测量和分析数据的速度比传统
方法快很多。

研究人员指出，充分收集和分析量子数据，可使物理
学家解决经典测量只能间接回答的问题。如某种材料是
否处于特定的量子态，从而使其成为超导体。

詹森指出，粒子物理学家也在研究使用量子传感器
处理未来粒子对撞机产生的数据。相距遥远的天文台也
可使用量子传感器收集数据，并通过未来的“量子互联
网”传输到中央实验室，在量子计算机上进行处理。

如果这种量子传感应用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量子
机器学习就可在这些实验的测量结果，以及分析由此产
生的量子数据方面发挥作用。 来源：《科技日报》

量子机器学习
未来潜力有多大

为加快推动应急机器人技术发展与应
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近日，
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
于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到2025年，研发一批先进应急机器人，大幅
提升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建设一批重点场景应急机器人测试和示范
应用基地，逐步完善发展生态体系；应急机
器人配备力度持续增强，装备体系基本构
建，应用及支撑水平全面提升。

应急机器人是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
救灾过程中，执行监测预警、搜索救援、通信

指挥、后勤保障、生产作业等任务，能够实现
半自主或全自主控制，部分替代或完全替代
人类工作的智能机器系统的总称。其发展
与应用，代表了应急管理装备现代化发展趋
势，是衡量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标志。

意见从四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强调围绕
强化机器人抗恶劣环境能力、提高机器人载
荷功能及模块化水平、提升机器人控制及智
能化水平等重点领域，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突破一批基础共性技术。

来源：《人民日报》

加快推动应急机器人技术发展与应用

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感谢徽商银行为
我发放了贷款，不仅及时解决了我的资金需
求，也让我把黄牛养殖做大做强更有了信心
和底气。”淮南顺鑫黄牛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
激动地说道。

淮南顺鑫黄牛养殖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从事肉牛养殖、销售的企业。随着企业养殖
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也日益增强。徽
商银行淮南分行了解情况后，主动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对接，仅用两个工作日便完成审批
放款，成功为其发放个人经营贷款 80 万元。
这也是该行发放的首笔肉牛养殖贷款，在肉
牛养殖行业实现零的突破。

2023年11月，安徽省实施“秸秆变肉”暨

肉牛振兴计划，并发布了《安徽省支持肉牛产
业发展10条政策》，提出把“秸秆变肉”和肉牛
产业发展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农业强省
建设的重要抓手，促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和肉
牛产业发展，形成千亿级产值肉牛产业，打造
中原高品质肉牛种源供应基地和长三角优质
肉牛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徽商银行淮南分行还以开展党建共建的
形式，通过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筑起分行与
乡村两委的沟通桥梁，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支持“三农”发展。

2023年12月18日，在总行个人信贷部的
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淮南分行采用信用方式，
成功投放了徽商银行首笔额度类“徽农振兴

贷”100万元。
徽商银行淮南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淮南
分行将强化金融服务，继续
发挥该行金融产品优势，深
耕农村，持续加大对肉牛养
殖等产业的金融支持，并不
断扩大信贷产品覆盖面 。
同时，强化信用支持，推进

“党建+信用”，为打造“皖
牛”区域公用品牌，全力做
好“畜头肉尾”增值大文章，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

徽商银行淮南分行“活牛贷”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