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发现 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12

编辑/王云帆 张红梅 殷晓蕾 美编/张韫同 一读/刘艳君

量子纠缠是量子计算加速效应的根本来源
之一，纠缠比特数目的增多可使量子计算能力
呈指数增长。我国科学家日前成功实现了51个
超导量子比特簇态制备和验证，刷新了所有量
子系统中真纠缠比特数目的世界纪录。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该研究由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朱晓波、彭承志团队和
北京大学袁骁等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相关成果7
月12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最神秘也是最
基础的性质之一，同时也是量子信息处理的
核心资源。长期以来，实现大规模的多量子
比特纠缠是各国科学家奋力追求的目标。”潘
建伟介绍，其中，超导量子比特具有规模化拓
展的优势，近年来发展迅速，我国科学家在超
导量子比特多体纠缠制备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成果。

据介绍，大规模的真纠缠态制备要求高连
通性的量子系统、高保真的多比特量子门以及
高效准确的量子态保真度表征手段，由于难以
实现对量子系统性能、操控能力以及验证手段
的这些要求，此前真纠缠比特的规模未能突破
24个量子比特。

此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在前期构建的“祖冲
之二号”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的基础上，进一步
将并行多比特量子门的保真度提高到 99.05%，
读取精度提高到 95.09%，并结合研究团队所提
出的大规模量子态保真度验证判定方案，成功
实现了51比特簇态制备和验证。

“这项工作将量子系统中真纠缠比特数目
的纪录由原先的24个大幅刷新至51个，充分展
示了超导量子计算体系优异的可扩展性。”潘建
伟说，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首次实现了基于测
量的变分量子算法，为基于测量的量子计算方
案走向实用奠定了基础。 （张泉 徐海涛）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世界首套单细胞分辨率的猕猴大脑皮层细
胞空间分布图谱诞生，该图谱被称为猕猴大脑
皮层细胞三维“地图”。近日，《细胞》杂志在线
发表了这一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重要突破。

大脑由哪些细胞组成、这些细胞的空间分布
有什么规律是脑科学的基本问题，其重要性类似
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的DNA碱基序列。中国
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
学研究所）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临港实验室、上
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等
单位组成的百余人攻关团队，成功绘制出猕猴大脑
皮层的细胞类型分类树，并揭示了细胞类型组成和
灵长类脑区层级结构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各
类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提供了分子细胞基础。

“与其他物种相比，灵长类动物有更高的认
知和社会能力，有更大的大脑皮层和更多的细
胞类型，而猕猴是与人类最接近的模式动物。”
中国科学院脑智卓越中心研究组组长李澄宇
说，团队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超高精度大视场
空间转录组测序技术和高通量单细胞核转录组

测序技术，获得了世界首套单细胞分辨率的猕
猴大脑皮层细胞空间分布图谱。

中国科学院脑智卓越中心全脑介观神经联接
图谱研究（单细胞分型）平台主任李超介绍，团队检
测了4000多万个皮层细胞，并根据细胞的分子及空
间分布规律，将它们分为264种不同的细胞类型。

研究表明，大量兴奋性神经元、抑制性神经
元以及非神经元细胞在大脑皮层中的分布，有
明显的各层面及各脑区特异性。更有趣的是，
相同层级的脑区，往往细胞类型组成类似。

另外，通过与公开发表的人脑和鼠脑的单
细胞数据进行跨物种比较，团队发现了灵长类
特有的、分布于第四层的兴奋性神经元细胞，这
些细胞高度表达与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

“未来，团队将继续在脑疾病机制与靶点研
发、脑细胞与脑结构演化、脑功能的细胞分子机制
等领域开展跨机构、跨领域合作攻关，推动中国在
这些领域持续产生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中国科
学院脑智卓越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院士说。

（董雪 张建松）

检测细胞4000多万个

我国科学家领衔发布猕猴大脑皮层细胞三维“地图”
我国科学家实现51个
超导量子比特簇态制备

大幅刷新世界纪录

猕猴大脑皮层细胞类型空间分布图谱 中国科学院脑智卓越中心供图

美国航天局发布恒星诞生“特写”图像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称美国航天局）近

日发布一张由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
恒星诞生“特写”图像，纪念韦布空间望远镜一
年前首次发布科学成果。

路透社报道，这张图像的相关数据于今年
三四月份取得，图像拍摄的是恒星“摇篮”——
蛇夫座 ρ星云复合体。这个星云复合体位于银
河系蛇夫座方向，距地球约 390光年，约有 100
万年历史，这对宇宙而言相当年轻。美国航天
局发布的消息说，这个星云复合体相对较小，显
得安静。

韦布空间望远镜拍到的区域约有50颗年轻
恒星，这些恒星的质量与太阳类似或比太阳
小。其中一些恒星拥有标志性的原行星盘阴
影，意味着其周边最终可能形成行星系统。图
像中最暗的区域密度相对最大，那里有厚厚的
尘埃，仍在形成原恒星，也就是恒星形成过程中
的早期阶段。

图像上较引人注意的是其右部出现的巨大
红色氢分子双级喷流。美国航天局解释说，当
一颗恒星首次冲破宇宙尘埃的重重包裹，就会
向太空发出一对方向相反的喷射流，宛如新生

儿第一次张开双臂。
法新社援引美国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

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娜·陈的话报道：“在图像下
方，你可以看到一颗年轻的恒星，能量极大……”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天文学家克劳斯·蓬
托皮丹说，从这张图像可以看到新的“太阳”如
何形成，“与我们认为的45亿多年前太阳系的样
子非常相似”。

研究人员表示，蛇夫座ρ星云复合体的内核
完全被大量尘埃掩盖，主要观测可见光和紫外
波段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基本看不见”它。韦布
空间望远镜主要在红外波段观测，因此其所获
信息能够“透过尘埃显示其中的年轻恒星，展示
恒星的最初阶段”。

韦布空间望远镜由美国航天局与欧洲航天
局、加拿大航天局联合研发，被认为是哈勃空间
望远镜的“继任者”。它于 2021年 12月从法属
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去年7月其拍摄
的首批深空天体图像发布。该望远镜的任务包
括观测依据现有理论宇宙中的第一批星系如何
诞生，协助研究星系演化各阶段，观察恒星及行
星系统的形成等。 （王鑫方）

图据《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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