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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

召开。近几年全球科技公司为人工智能、无人

驾驶、量子信息等科学领域的无穷魅力和美好

前景而折服。但是在科学家眼里，目前这些领

域研究进展取代人类仍然面临系统瓶颈。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对自动驾驶的前景过

于乐观，”2007年图灵奖得主约瑟夫·基发基

斯表示，汽车行业大型科技公司投资了上千亿

美元，在如何从其他系统向自动驾驶汽车过渡

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多误解。一个自主系统的

重要特征是管理基于系统本身和外部环境的

知识，人拥有自主学习的功能，但是在系统和

机器的自主学习功能非常欠缺。

“仅仅有一个智能主体是不够的，还有一

些重要的系统问题要解决。”约瑟夫·基发基斯

指出自动驾驶面临环境感知、自主学习、动态

系统复杂性、可靠性和可信赖性等瓶颈问题。

“自动化的系统和自主系统之间有非常大的区

别，我们会从自动化走向自主，但是仅仅依赖

自动化是非常危险的，需要有新的科技和工程

方面的发展，”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还需

要几十年时间。

人工智能有什么弱点?未来有什么突破方

向?2000年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在“科学前沿与

颠覆性技术”论坛上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局限

在于算法稳定性和不可解释性，并提出强化学

习是人工智能接下来的突破方向之一。

AI算法尽管非常高效，比如在人脸识别等

领域比人类做得更好，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它

们的稳健性和人类比是有差异的。接下来AI

所要实现的突破是什么?在未来的应用之中，除

了下围棋、打扑克，AI还能做什么?无人机除了

灯光秀，如果用它进行视频游戏或者是对战是

否可行?姚期智表示，想要解决一些现实的问

题，采用比较单一的计算机原理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还需要在AI方面进行很多的研究，要通过

强化学习去了解我们未来还能做什么。

2017年图灵奖得主约翰·轩尼诗则在论坛

开幕式上指出，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是如何

打造出性能超强的计算机。他认为摩尔定理正

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登纳德缩放比例定律的生

效。因此，约翰·轩尼诗认为我们需要转变思路，

不再依赖半导体技术的突破，而是需要做出特定

领域的专业处理器，让它能够运行任何代码。这

样就相当于构建了人工神经网络，“通过赋能于

人工神经网络，人类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在“秘境之钥 —— 世界顶尖科学家量子

物质峰会”主题峰会上，谈及领域内的发展问

题，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副校长潘建伟院士表示，“到现在我们

连一个量子比特都没有”，对于量子计算机，

目前我们需要找到量子计算系统中解决错误

的方法。 ■ 据《科技日报》

无人机试飞员：“飞得更高”不是唯一目标
信息搜索、收发邮件、视频会议……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互

联网密不可分。距离互联网的前身、美国军方组建的“阿帕网”诞生已

逾半个世纪，量子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名词最近又频频出现在美欧科

技战略规划中。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叠加了“量子”概念，究竟与传统

互联网有何不同？

简单来说，量子互联网利用了量子物理学的独特原理，与今天使用

的传统互联网有本质差异。相关专家认为，可将量子互联网视为由多

个量子计算机或其他量子器件组成的广大网络，核心功能是能完全实

现任意节点之间的量子信息传递，从而开启全量子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相关专家认为，从现在到今后约5至7年内，量子互联网的主要应

用是量子通信技术对传统互联网的“赋能”，集中在国家安全、金融安

全及其他高度依赖安全通信的领域。这方面的代表性技术还是量子

密钥分发（QKD）。之后，随着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计算等技术的逐

步完善，量子云服务会日益普遍，普通用户也可使用远程的大规模量

子计算机。

此外，利用量子互联网还有望实现全新传感技术，在军事国防中

有较大应用潜力。例如，利用量子网络所实现的时间基准一旦用于北

斗全球定位系统，将会极大提升其授时、定位精度与安全性。不过，专

家估计，要实现全联通的大规模量子通信需10年以上，这高度依赖量

子计算的实际进展。 ■ 据新华社 记者 彭茜

量子是什么？根据量子理论，量子是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能量单

位。我们中学物理书上提到的分子、原子、电子，其实都是量子的不同形

式。可以说，我们的世界由量子组成，我们每个人都是“24K”纯量子产品。

在宏观世界，任何物体在某一时刻都有确定的状态和位置。但

在微观世界，量子却同时处于多种状态和多个位置的“叠加”。

物理学家薛定谔曾用一只猫比喻量子叠加：箱子里有一只猫，在宏

观世界中它要么是活的，要么是死的。但在量子世界中，它可以同时处于

生和死两种状态的叠加。如果用一个人来比喻，他不仅同时处于生和死

两种状态的叠加，还可以同时身处多个地点，比如既在北京又在上海。更

难以想象的是，量子的状态还经不起“看”：如果你去测量，它就会从多个

状态、多个位置，变成一个确定的状态和位置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

“薛定谔的箱子”，猫的叠加态就会消失，你会看到一只活猫或一只死猫。

而“量子人”的“分身术”也会消失，他会出现在北京或上海。

叠加已经很奇妙，但当两个量子“纠缠”在一起，那种奇怪连爱因

斯坦都难以接受。根据量子理论，如果两个量子之间形成“纠缠态”，

那么无论相隔多远，当一个量子的状态发生变化，另一个也会“瞬间”

发生相应变化。爱因斯坦曾把这一现象称作“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量子理论诞生一百多年来，国际学界运用多种实验和数学方法检验

均发现，量子的奇妙特性客观存在。

进入21世纪，量子领域的新发现、新理论、新技术密集涌现，预

示着“第二次量子革命”已进入加速期、起跑期。

“第一次量子革命，人们只问量子理论能让我们做什么，不去问

为什么，是被动的观测与应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

实验室主任郭光灿说，第二次量子革命则是主动利用量子特性，开

发出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创新应用。

这些应用的革命性在哪里？简单来说，量子通信可以在理论上

做到通信的绝对保密，量子计算可以令人类的运算能力实现指数级

增长，比如传统计算机需要数万年才能破解的复杂密码，量子计算

机几秒钟内就能破解。传统测量技术最小只能探测到微米量级，而

量子测量可以进一步精细千倍、万倍达到原子量级。

■ 据新华社 记者 徐海涛 董瑞丰

线上参会嘉宾和到场嘉宾“同台演讲”。 ■ 新华社发 记者 王翔/摄

未来科技发展面临哪些瓶颈?
世界顶尖科学家们这样说……

量子互联网
会取代传统互联网吗？

量子是什么？

无人机驾驶员是人社部认定的一个新职

业，即通过远程控制设备，驾驶无人机完成既

定飞行任务的人员。无人机试飞员则是这一

职业的细分工种。

彭世涛是成都一家无人机研发企业的无人

机试飞员，负责无人机研制、生产过程中的试飞

调试。每当公司的新产品研发出来或生产下

线，他都是第一个“开飞机”的人。“新型号出来

赶工期，连续一个月从早上六七点飞到深夜都

是常有的事。”这个“90后”小伙今年才30岁，已

经是有6年“驾龄”的“老飞行员”。2014年，计

算机专业毕业的彭世涛刚参加工作时，正赶上

无人机在国内兴起，公司开始研发无人机，彭世

涛就这样做起了试飞员。他说，自己赶上了无

人机发展迅猛的时代，和无人机共同成长。

如今，航空拍摄、农业灌溉、土地测绘、抢

险救灾……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在社会生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操作、考取无人机执照的

人不在少数，彭世涛的工作与他们有何不同？

“无人机试飞员对把控性的要求更高。”彭

世涛说，“在应用场景下驾驶飞机，是在设备和

参数都正常的前提下玩出花样。如果说他们

飞飞机是马术表演，那么我们飞飞机，更像是

驯服一匹野马。”

在彭世涛看来，新研发的飞机，后台程序

不完善，飞机上天之后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有时是乱飞一通，有时是飞到云中看不见了，

需要高水平的操控技术才能应对。

为了把飞机的各种参数飞到最优，彭世涛

和伙伴们需要做急转弯、极速飞行等各种极限

动作，也要到外场测试各种环境和极端天气

……“每次飞行都带着一种任务感和使命感，

不是一味地为了好看或炫酷。”彭世涛说。

■ 据新华社 记者 温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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