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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世（来源：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

队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

作，构建了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实现了具有实

用前景的“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该量子计算系统处

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 100 万亿倍，

也等效地比去年谷歌发布的 53 个超导比特量子计算原型机“悬

铃木”快 100 亿倍。这一成果使得我国成功达到了量子计算研究

的第一个里程碑：量子计算优越性（国外称“量子霸权”）。相

关论文 12 月 4 日在线发表于《科学》。该成果牢固确立了我国在

国际量子计算研究中的第一方阵地位，为未来实现可解决具有重

大实用价值问题的规模化量子模拟机奠定了技术基础。此外，基

于“九章”的高斯玻色取样算法，未来其在图论、机器学习、量

子化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 

 

▲ 中国科大分布式量子精密测量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与陈宇

翱、徐飞虎等人利用多光子量子纠缠技术，首次实现分布式量子

相位估计的实验验证，为未来构建基于量子网络的高精度量子传

感奠定了基础。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光子学》。研究团队基

于多光子量子纠缠技术，通过操纵六光子干涉仪，实验演示了多

个独立的相移及其平均值测量。实验显示，利用分布式纠缠态进

行测量，其精度可以超越传统传感器的理论极限。基于光子纠缠

和相干性组合的方案，他们进一步实验演示了多个空间相移的线

性组合测量，结果显示该组合式方案不仅能够增加可测量参数的

数量，还能提高测量精度。这项研究成功实现了多参量分布式量

子传感的原理性实验验证，评估了不同纠缠结构情况下的测量精

度，验证了纠缠结构对测量精度的增强效果，扩展了资源利用率

和可测量的参量数量，向分布式量子传感的实际应用迈出了重要

一步。  



 

 

 

▲ 合肥工大成果获评世界互联网最具领先性科技成果（来源：

合肥工业大学网站）。11 月 23 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浙江省政府主办的 2020 年“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

在浙江乌镇举行，现场展示和发布了 15 项本年度在互联网领域

具有代表性的领先科技成果。其中，来自合肥工业大学杨善林院

士团队的“人机协同的智能移动微创腔镜系统”项目入选。该项

目突破了人机协同、行为识别、视频切片、语义检索、智能推荐、

决策服务等技术难题。系统机动性强、智能化程度高，可以提供

多科会诊、术中示教、手术指导等移动远程服务。除能够用于一

般微创腔镜系统应用的所有场景外，还能用于分级诊疗、灾害救

援等特殊场景。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 2000 多家各级医疗机构，

部分技术产品取得欧盟认证，出口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安徽科技助嫦娥五号奔月（来源：安徽日报）。11 月 24

日，我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成功发射。位于合肥高新

区的中电博微 43 所为嫦娥五号探测器配套的 4 款高压抗辐照

DC/DC 变换器为探测器各功能单元提供稳定供电，中电博微 16

所研制的特种低温接收机，可以精确接收远至上亿公里之外的微

弱信号。中电博微 43 所为嫦娥五号量身定做了小体积、轻量化的

二次供电方案，在激光 IMU、成像、测距三个子系统中实现单路

高压输出，最高可达 900V，控制着探测器的飞行姿态与精准着陆，

实现了探测器“瞄得准、看得清、把得稳”。中电博微 16 所研制

的特种低温接收机，采用低温制冷的方式，通过物理极限大幅降

低电子器件的热噪声，使接收系统获得“超级灵敏度”，为地面

测控和通讯系统装上了“顺风耳”。16 所研制的低温接收机参与

嫦娥五号任务测控系统和地面应用系统，应用在深空测控网、

VLBI 测轨分系统天马、南山、密云、昆明、佳木斯、喀什和内务

肯站，以及地面应用系统数据接收分系统密云和昆明站。 

  



 

 

 

▲ 国内首创压延法制备荧光玻璃（来源：科技日报）。稀土

发光材料物理和化学性能稳定，耐高温，可承受大功率电子束、

高能辐射和强光作用，拥有其他发光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异性能。

包头稀土研究院新材料研发团队以稀土为原料，成功开发出铝酸

盐、硅酸盐、钨钼酸盐等多个材料体系的白光 LED 用荧光粉及蓝

光激发的黄色、红色荧光玻璃，并对红色荧光玻璃进行了专利布

局。研发团队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在完成一次次技术突破后，

初步实现了用压延法制备石榴石体系掺杂黄色系列荧光玻璃，并

以此为荧光体制备出大功率白光 LED 样灯，为高功率固态照明用

荧光玻璃的规模化制备技术开辟了先河。 

 

▲ 美新技术可使多层塑料回收利用（来源：科技日报）。据

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报道，美国科学家开创了一种使用溶剂回

收多层塑料中聚合物的新方法，该技术有望大幅减少塑料废料对

地球环境的污染。通过使用一系列以聚合物溶解性热力学计算为

指导的溶剂洗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化学与生物工程

学教授乔治·胡博领导的团队使用“溶剂定向回收和沉淀(STRAP)”

工艺，对一种普通商用塑料中的聚合物进行了分离，分离出的聚

合物在化学特性上类似于用于制造原始塑料薄膜的材料，如聚乙

烯、乙烯—乙烯醇和聚乙烯二甲酸酯等。该团队目前正在使用回

收的聚合物来制造新的塑料材料，以证明该工艺将有助提高回收

效益。特别是，它可以使多层塑料制造商回收在生产和包装过程

中产生的 40%的塑料废料。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开发一种计算系统，

使研究人员能够找到溶剂组合以循环利用各种多层塑料。 

 

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送：各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园区， 

各市科技局、招商局，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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