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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可量子？

院士称实用化量子计算的研发难度超登月工程，需防止概念炒作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句流行的科

幻梗，让上世纪诞生的量子力学成为大众不
再陌生的科学理论，而如今甚至可以通过手
机APP感受量子计算的魅力。打开一款叫

“量易伏”的APP，量子理论的经典思想实验
——薛定谔的猫映入眼帘，并由此展示出量
子叠加、量子纠缠等现象。

这款国内首个云原生量子计算平台可
以提供多类前段工具，供用户编写代码、构
建量子电路，并提供多类模拟器，2台超导量
子计算机和 1台离子阱量子计算机，供用户
运行量子电路，其中包括百度和中科院提供
的量子计算机。

其中标注为百度自研量子计算机的这
台设备就在今日举办的“量见未来”量子开
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百度量子计算研究所
给其起名为“乾始”，并同时发布了全球首个
全平台量子软硬一体解决方案“量羲”。

据介绍，“乾始”是集量子硬件、量子软
件、量子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级超导量子计算
机，现已搭载 10 量子比特高保真度超导量
子芯片。“量羲”则提供私有化部署、云服务、
硬件接入等系列服务，最大程度上简化量子
硬件部署到量子服务的全流程。百度希望
借此让“量子计算触手可及”，实现“人人皆
可量子”。

百度超导量子计算机“乾始”
量子力学诞生于上世纪初，由普朗克、

爱因斯坦、霍尔等科学先驱共同努力建立，
是人类迄今最基本也最深奥的科学理论体
系，奠定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也被视为未来量子信息技术革命的科学源
泉。

因此，很多国家越发高度重视量子科技
的发展，企业成为量子计算研发的主要力
量，谷歌、IBM、微软、英特尔等国际企业，以
及国内的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企业均有
相关布局，对量子计算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
推动。

在此次大会上，多位院士专家谈到了量
子技术的发展，并对量子计算的发展现状和
趋势进行了探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
技大学校长薛其坤认为，在众多科技领域
中，包括量子计算的第二代量子技术作为一
种颠覆性技术，一旦实现实用化，有可能会
引发一场新的工业技术革命。

他介绍，第二次量子技术主要包括量子
计算、量子通讯和量子精密测量等三大领
域，在国防、金融、大数据、生物制药等领域
具备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而当前正处在
第二次量子技术革命的前夜，正处在一个从
量子力学规律的被动发现发展技术，转向通

过量子体系的主动设计与操控来发展技术
的关键时期。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量子信息科学
研究院院长向涛看来，量子计算是量子信息
技术的核心，没有量子计算，仅仅是量子通
讯和量子精密测量不足以动摇现有信息社
会的信息技术根基。据了解，量子计算就是
按照既定的算法和程序对量子态进行操控
的过程。

向涛表示，从人工智能、破译密码、生物
制药、化学合成、物流及交通控制、天气预
报、数据搜索、材料基因到金融安全与问题，
但凡需要数据处理和计算的地方，都是量子
计算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他判断，随着量
子计算的发展，量子信息技术的触角将会深
入到信息处理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
校长潘建伟也表示，量子计算将为后摩尔时
代计算能力的提升提供一种全新的解决方
案，并介绍了量子计算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目标是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
即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超越
超级计算机，已有美国、中国和加拿大先后
达到；第二阶段目标是实现专用的量子模拟
机，可以应用于组合优化量子化学、机器学
习等特定问题，目前估计还需要 5到 10年；
第三阶段是在实现量子纠错的基础上，构建
可编程通用量子计算机，但何时实现通用量
子计算机尚未明确，学术界一般认为还需要
15年至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背后正是向涛所说的“四高”——高
门槛、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而带来的的挑
战。据了解，量子是微观粒子，有电子、原
子、分子等基本运作形式，量子现象存在于
比我们生活的宏观世界至少小6个量级的微
观世界。

“用宏观手段操控微观量子世界，还要
保证其量子相干性，就像让一头大象在一个
细钢丝上跳舞，又不让钢丝断掉，同时还不
能让大象掉下来。”向涛说，这是计算研究面
临的最大困难，也是科学研究挑战的最高
级。

薛其坤表示，实用化量子计算机的研发
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其在研发进程上
分为研制、验证和应用三个阶段，还包括硬
件、系统和软件三个层次，需要不同单位、不
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其研发难度超过登月工
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
院长俞大鹏还提到了目前国内量子科技面
临的挑战，比如受传统影响，跟班式的重复
建设、恶性竞争恶习比较盛行，对核心关键

技术的研发也不够重视。
潘建伟还提到，国内还出现了一些炒作

概念、蜂拥而上的状况，尤其是对量子计算
的应用进行了某些超于实际、不切实际的宣
传，对公众和投资者造成了一定的误导。“这
从长远来讲，会对量子计算整个领域的健康
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
是产业界，都有责任本着实事求是、厚积薄
发的态度，共同为新兴技术营造一个可持续
的发展环境。”

同时，在潘建伟看来，量子计算距离实
用化和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这一
过程中，需要政产学研用各个方面的积极参
与和密切配合。

俞大鹏认为，量子科技是挑战我们人类
对微观世界操控能力、极限能力的一个跨行
业的系统工程，不是靠一家一户单枪匹马可
以搞定，需要交叉领域的协同创新，把所有
单项技术做到极致，集成起来才能创造出能
够执行有实用价值的量子计算机，这需要发
挥各自的专长和优势，通过推动产学研教的
深度融合和发展。

因此，生态被视为量子科技发展的关键
要素。向涛就提到，生态建设是量子计算软
硬件人才培养和大规模应用的必要条件，量
子云平台的建设则是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
手段。

薛其坤也认为，在当前量子科技的发展
正逐步面向产业化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良
好的量子发展生态来维持、保障和促进量子
计算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从而提高
基础研究向实用化和工程化转化的速度和

效率。
“某种意义上讲，量子计算机的竞争归

根到底是发展生态的竞争，其中起关键作用
的是量子科技工作者和量子开发者。”薛其
坤表示，只有加强两者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和多技术领域的集成创新，打造良好的量子
生态，形成体系化能力，才能提高量子科技
的硬实力和竞争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
成就奖获得者陆汝钤表示，量子计算本身应
该是一项具有伟大前途的产业。他建议在
这方面加强投入，占领量子计算的制高点，
制定并实施培养量子科技人才的国家计
划。同时，在强调抓量子计算的时候，也要
关注量子计算基础理论的研究。

对于量子计算未来的发展趋势，向涛认
为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模化，操
控的量子比特数将从约在100个量子比特左
右，逐渐达到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
至更高的水平；二是容错化，需要制备出相
关时间可以任意长容错的量子比特；三是集
成化，这是降低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成本，实
现量子计算机广泛应用的前提。

向涛预计，乐观来看到 2030年左右，高
质量制备和操控的量子比特数将达到上万
个。再过10年，也就是2040年左右，能实现
对多个逻辑量子比特和普适量子计算机逻
辑门的相关操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制备出
朴实的量子计算机。“届时，量子信息技术及
应用将全面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将成为人
类征服自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人工智能+教育可以是什么样的？上海的学校做出这些探索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夕，汇聚
了教育、科技界多位重量级嘉宾的外滩教育
论坛把主题聚焦在了人工智能+教育领域。

8月27日，“来自未来的对话”外滩教育
论坛举行，来自政府、学校和业界的专家学
者和师生代表们汇聚一堂，探讨人工智能
（AI）领域的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上海的学
校怎样开展AI教育，AI又给校园带来哪些
改变等热点话题。

2022年8月27日，上海，“来自未来的对
话”外滩教育论坛举行。 本文图片均为主
办方供图

人工智能让智慧体育在上海中小学校
园广泛实施

“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副校长
徐继红坦言，之前的教学，教师更多的是根
据经验进行判断，而技术的加持，让教师对
学生的个性化指导成为了现实。

卢湾一中心小学是全国首所将 iPad引
入课堂的学校，当时引起巨大争议。徐继红
介绍，经过多年发展，人工智能让信息技术
在校园的应用场景走向了无屏化，云笔、云
课桌、云手表等一系列的应用工具，让冰冷
的技术最终回归到有温度地服务学生成长。

徐继红举例说，该校在体育课上使用云
手表，让教师能够更多地监控和及时干预学
生的情况。有一名小男孩，有点肥胖，不爱

上体育课。教师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了解
到这名小男孩对图形图像很有兴趣，于是体
育教师专门为他设计了校园标志，让他去
找，他变得乐于在学校的各个角落跑，也爱
上了体育课。

人工智能让智慧体育在沪上的众多中
小学全面实施，改变了体育课的生态，更强
劲了学生的体魄。

上海 20所中小学获首批“科创人工智
能教育实验基地校”称号并授牌

技术的有效利用“不费钱”
一提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教育，许

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很花钱”。不过，上海市
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的经验颠覆了这一
认知，“在做人工智能教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经费花得非常少。”

张治介绍，以前学校搞信息化，大部分
都是搞工程、搞网络、搞硬件，搞了各种各样
的集成，还搞了大平台，一个学校平均花费
高达一两千万元，现在宝山全区通过数字基
座进行集成化的建设，进行教育治理的转型
和教育建设的智慧化改造，全区一年总费用
最高三千万元。其透露，省钱的秘诀在于不
是每所学校都走定制开发的路径，而是让人
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产品研发变成教育人和
技术人相耦合的产物，做到可重复使用和大
量推广，数字鸿沟因此大幅度缩小。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补充表示，原
先是每个学校要挖口井自己喝水，现在有了
云服务，学校使用时就像现在打开自来水一
样便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仅是
省钱，更是让信息化的运用做到了共享。

学 生 们 积 极 参 与 2022 年 Amazon
DeepRacer全国青少年总评选活动

未来教育，AI带着“爱”读懂更多的孩子
AI既是指人工智能，也是“爱”的拼音。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说，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在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
是非常必要的，在以核心素养为主线的课程
体系建设中人工智能教育也大有可为。

上海市“教育功臣”张志敏介绍，中国教
育学会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合作组建
的科创教育协作体已研发出一批针对小、
初、高学校的科创课程，培养了一批高质量
的科创教师。人工智能让大规模因材施教
成为了可能，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畅想的
未来教育是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都得到最
大的尊重。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副校长
徐继红希望未来的学校能够承载每一个孩
子的爱和梦想，借助人工智能让教育更好的
读懂孩子，成就孩子。

“科创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授牌
仪式在当天的外滩教育论坛举行，上海 20
所中小学获首批授牌，此举将推动上海人工
智能教育的快速发展。

此外，400余所中小学一万多名学生参
与的 2022年Amazon DeepRacer全国青少年
总评选活动24强颁奖典礼也同步举行。

“来自未来的对话”外滩教育论坛由上
海市教委指导，上海市教育学会、新民晚报
社主办，中国教育学会科创教育协作体承
办，中国教育在线、亚马逊云科技、上海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研究院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