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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医学已成为医疗
健康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

近日在京举行的第四届医学信息学
学科发展大会上，聚焦“智能医学时代：
医学信息学学科的创新发展”主题，与会
嘉宾围绕智能医学的发展、挑战与机遇，
共同探讨医学信息学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新路径。

AI重塑传统医药模式

智能医学，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融合多种前沿科技，挖掘人类生命和疾
病现象的本质规律，推动医学研究和临
床实践的智能化发展。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
表示，生物技术（BT）与信息技术（IT）
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
的重要驱动力。医学信息学作为“医
学—卫生—健康”的赋能之术，在“促、
防、诊、控、治、康”六个方面和“语、药、
械、食、居、环”六种方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据介绍，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
当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正在积极进行信息化建设战略布
局，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让人工智
能真正赋能医学研究，以学科发展带
动技术创新，促进医学领域新质生产
力发展。

智能医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技术
创新上，也在于其对社会健康福祉的影
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研究员董尔丹认为，数智赋能医疗卫
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医药卫生
模式。AI 赋能健康医疗有望成为我国
健康科技跃升的潜在突破点和增长点。

全国高等学校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第一轮规划教材启动仪式、“医信杯”医
学人工智能应用主题大赛启动仪式
⋯⋯大会期间，相关项目的启动将推动
我国智能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学科
建设步入快车道。

数智化赋能医学信息学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规划评估

处三级调研员施韵指出，医学信息学作
为信息科技和医学健康相结合的产物，
是推动卫生健康科技高质量发展的一
支重要力量。

王辰表示，这种新质生产力在医学
上有着广泛应用前景，能够优化疾病诊
断、治疗、管理等各个环节，推动医学信
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发展。

此外，王辰还特别提到了临床数据
中心和医学卫生大模型建设的重要
性。他强调了数据采集的重要性，只有
将这些数据采集到并进行分析利用，才
能更好地发挥数智化在医学信息学中
的作用。

董尔丹表示，要加强健康人力资源
建设，提高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投入，
通过医工互补来解决学科交叉问题，推
动医学信息学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
究院副院长张路霞探讨的“数智赋能肾
脏病防控管理”，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主任林浩添的“基于智能手机的眼健
康自我管理新模式”⋯⋯多位专家分享
了他们在数智化赋能医学信息学领域
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展示智
能医学技术的发展潜力。

突破技术瓶颈，共
创健康未来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副院长吴
健表示，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究
需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提高 AI 技术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要加强医
学、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交叉
融合，进一步推动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
持续创新和发展。

此外，专家们还就智能医学工程课
程建设、跨学科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加强
智能医学教育和实践是培养未来医学
人才的重要途径，也需要加强行业自律
和监管力度，确保智能医学技术的安
全、可靠和合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所长刘辉倡议，进一步聚焦关键技术，
加强人才培养，携手推动学科资源整合
与协同创新，全面促进智能医学领域研
究、教育和实践的跨越式发展。

（据新华社消息）

智能医学为全民健康护航智能医学为全民健康护航

量子计算正加速发展！12 月上
旬 ，谷 歌 公 司 推 出 其 最 新 量 子 芯 片
Willow。几天之后，我国科研团队在
预印本网站 arXiv 发布了“祖冲之三
号”的相关成果。

新成果竞相涌现，量子计算引发高
度关注。围绕相关热点话题，记者采访
了业内人士。

量子计算为什么可以实现高速
运算？

据介绍，量子计算芯片是量子计算
机的核心处理器，其作用类似于经典计
算机的 CPU。量子计算的基本计算单
元为量子比特，它与经典计算机中的比
特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存储与处理数据。

“量子比特遵循量子力学原理。不
同于经典比特只能处于 0 或 1 的状态，
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 0 和 1 的叠加
态。此外，量子比特还具有相干性和纠
缠性。”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量子计算负责人王哲辉说，这些特性
使得量子计算芯片从原理上不同于经
典计算系统，在处理特定问题时，计算
速度可实现指数级提升。

据介绍，目前量子计算比较主流的
技术路线包括超导、光量子、离子阱、中
性原子和硅半导体等。其中，目前发展
较为成熟的是超导量子计算，主要优势
是与现有半导体工业技术高度兼容，可
设计性高，易于耦合，量子门操作速度
快。Willow、“祖冲之三号”都属于
此类。

我国量子计算研究水平如何？
“我国在量子计算研究方面整体处

于国际第一梯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多个单位的科研团队均在量子计算领
域有所布局。”王哲辉说。

据介绍，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
和中国相继推出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
木”和“九章”，实现了“量子优越性”，其
中“九章”使用的是光量子技术路线。
2021年，“祖冲之二号”研制成功，使我
国率先成为在两条技术路线上实现“量
子优越性”的国家。

“‘祖冲之三号’和 Willow，两者
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同一量级，‘祖冲之
三号’实现了目前超导量子计算的最强
优越性，Willow 在纠错上获得了重大
进展。”王哲辉说，新成果接连发布，充
分体现了在量子计算领域，大家你追我
赶，共同向前推进。

量子计算机距离实际应用还有
多远？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量子计算依
旧处于早期发展和产业化初期阶段，距
离商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
产学研各界长期共同努力。

据介绍，量子计算发展大致可分为
三步：第一步是实现“量子计算优越
性”，第二步是研制专用量子模拟机，第
三步是在量子纠错的辅助下研制可编
程通用量子计算机。

“我们刚刚进入第二阶段，科学家
们正致力于构建专用量子模拟机，期望
在未来 3 年到 5 年内能够解决一些具
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关键问题。”中国科
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教授姚星灿说。 （据新华社消息）

量子计算加速发展
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多远？

“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芯片示意图。
该图为相关论文内容截图。

科学家在超导量子芯片上实现了斐波那契任意子的模拟，
并成功对其进行编织操作。该图为概念图。 浙江大学团队供图

在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全体大会上，世界青年科学家联
合会正式成立。 浙江省科协供图

浙江大学团队研发的锂离子软包电池。
浙江大学供图

浙江大学团队研发的锂离子软包电池。
浙江大学供图

浙江大学张岩课题组部分研究人员合影。 浙江大学供图

通过加热月壤收集月球水的原位开采与利用策略示意图。 宁波材料所供图通过加热月壤收集月球水的原位开采与利用策略示意图。 宁波材料所供图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我
们已经迎来了 2025 年。回望 2024 年，
我国科学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攻坚克
难，留下了一个个闪亮的中国足迹。浙
江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其中一支不可
忽视的重要力量。

伴随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
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
交叉发力，人类认知的边界被不断突
破。之江大地，一项项科技成果和科研
进展，让“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成就未
来 ”等 宏 大 叙 事 有 了 更 生 动 鲜 活 的
诠释。

今天，浙江日报联合浙江省科协、
部分院士专家推出浙江科技创新年度
盘点。让我们一起回望 2024 年浙江科
技领域的那些重点成果和重大事件，看
一看它们的亮眼之处在哪里，品一品它
们如何为国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作出贡献。

基础研究 燃薪举火

这无疑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国家
的竞争、省域的发展、产业的迭代，无不
仰仗科技创新这个发展的大变量。来
自基础研究领域的一个个高光时刻，为
浙江科技发展燃薪举火。

你看，“结绳记事”这一上古时期的
信息存储方式，在今天将有望用在通用
量子计算机上——2024年7月，浙江大
学物理学院宋超、王浩华研究组与清华
大学邓东灵研究组合作，首次在超导量
子芯片上实现了斐波那契任意子的模
拟，并成功对其进行了编织操作。相比
国际同行，他们使用的超导量子芯片处
理器在量子比特集成数、相干性等关键
指标性能上都更加优异。

现代物理学家尝试通过编织实现
抗干扰的拓扑量子计算，这仿佛一场古
今智慧的不期而遇。人们向构建通用、
容错的量子计算机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你看，人类对生命演化的进程有了
新的思考与发现——2024年4月，由浙
江大学生命演化研究中心张国捷教授
联合国内外学者发起的万种鸟类基因
组计划发布了第二阶段的关于鸟类生
命之树的研究成果。团队以 363 种鸟
类的全基因组比对数据为基础，重构并
革新了现生鸟类的系统发育树，厘清了
现生鸟类各类群之间的关系，为正确理
解鸟类物种演化及复杂性状演化奠定
了坚实基础。

溯源数万年前的地球生命，有助于
今天更好服务人类本身的发展。早期
新鸟类经历的快速辐射性演化事件发
生在何时？现生鸟类各类群之间的演
化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长达一个多世
纪的争议性问题，终于有了新的科学解
释⋯⋯

基础科技的火光照亮了人类应对
挑战、增进福祉的更多可能性，而高举
火把的人，正是勇攀高峰的科技工作
者。过去的一年，之江大地上新添了许
多科技人才交流合作的新故事。

从首届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举办，
到成立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世界青
年科学家峰会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
次人才的盛会，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已
在温州设立业务总部的世界青年科学

家联合会，吸引了来自 23 个国家的 46
家机构加入。专家表示，在持续提升自
身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浙江主动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坚持开放包容的国际科
技合作。

化梦为真 奔向星辰

回望 2024 年，我们见证着浙江朝
着星辰大海的一次次远征时刻——

浙产试验箭完成十公里级垂直起
降试验，浙企牵头制造的阿曼智能计算
卫星叩启苍穹⋯⋯就像英国物理学家
牛顿的那句名言：我们对科学世界的认
知，就像是在海滩上捡拾贝壳，而真正
的海洋，那片星辰大海，依旧遥远而
神秘。

这一年，创新者不断向未知发起挑
战，以迎难而上的勇气乘风破浪。

把算力送上天，是浙江科学家挑战
极限的探索——2024 年以来，之江实
验室突破了太空计算系统的关键软硬
件技术，成功研制了星载智能计算机、
星间激光通信机、星载高速路由器，天
基分布式操作系统和天基遥感大模型，
并经过了三次太空发射验证。

在 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上，之江实验室发布了“三体计算星
座”计划，将协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打
造千星规模天基智能计算基础设施，建
成后总算力可达 1000P，相当于 50 万
台个人计算机的算力。“我们希望将单

颗卫星的算力大幅提升，并像互联网连
接电脑一样实现卫星之间的互联互
通。”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
王坚说，“有了计算星座，一颗卫星也能
体现价值，这对产业变革具有深远意
义。”

这一年，创新者不断探索新航道，
以新发现挖掘新的可能性。

从全国来看，“神舟”巡天、“嫦娥”
奔月、“北斗”指路、“蛟龙”潜水、“梦
想”扬帆⋯⋯从深海到深空，我们的每
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而聚焦浙江，一
项项研究同样铺展着航天科技创新的
版图。

浙江科学家的探索，为人类在月球
上的长期生存提供了可能。每吨月壤
有望产生约51千克到76千克水——中
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科研团
队发现月壤制水新方法，基本可以满足
50人一天的饮水量，有望为未来月球科
研站及空间站的建设提供重要设计
依据。

自从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来，浙江进一步发挥块状特色产业优
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
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低空经济和空天经济就是
一个重要的方向。

仰望星空，一颗颗功能各异的卫星
渐次升空，一支支火箭直指苍穹⋯⋯在
浙江，这场星辰大海之梦，正照进现实。

科技成果 造福民生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是头等大事。”这一年，科技创新
成果正不断拓宽造福千家万户的道路，
让人民距离美好的生活近一些，再近
一些。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抗抑郁作用机
制发现、肺脏再生修复起源、零磁医疗
产业化⋯⋯在浙江科学家们的努力下，

“不治之症”有了新希望，常见病有了新
疗法，更多群众有了接触“高精尖”医疗
设备的机会。

比如，从“心”出发的浙江科学家，
正面向心血管疾病磨出“利剑”——浙
江大学医学院、良渚实验室张岩课题组
和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张岩课题组
基于结构精准设计了有效改善心肌肥
厚的apelin受体调节剂，为精准靶向改
善心血管疾病药物开发提供了全新策
略。在此基础上，他们有望在未来“定
制”出让心脏“减肥”又“强壮”的药物。
让每个人的“心动”维护得更健康、更
长久。

再如，历经 6 年的攻关，杭州叙简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研发的“车载拖
曳式瞬变电磁道路地下隐患（0 至-30
米）探测技术及装备”，填补了我国相关
地球物理勘探仪器设备的空白。在城
市化建设飞速发展的当下，这台银色小
车像一个地下“透视眼”，能看清道路地
下各类空洞、干洞、岩溶等地质灾害隐
患，形成孪生的数字地下城市，超前探
测和预报，及时“掐断”可能发生的地下
隐患。

“千里眼”到“顺风耳”，“数智大脑”
到“仿生手”，一项项智慧结晶正不断拓
宽人类的视界和极限。在浙江，我们在
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同样感受科技带
来的安全感。

新质生产力同样可以带来新生活。
当我们沉醉于 AI 自动生成的视

频，“动动手指”就能安排好一场旅行，
期待着低空飞行实现快速通勤⋯⋯科
技引领下，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今天，浙江科学家们正为我们生活
中的“麻烦事儿”扫清障碍。北方冬季

“趴窝”的电动车，南方夏日“发烫”的手
机⋯⋯2024 年，为了规避这些日常生
活中的小场景，浙江大学联合多家单位
设计出一款新型电解液，只为解决锂电
池“娇贵”的耐候性。技术加持下，今
后，锂电池可以在-70℃到 60℃的超宽
温区内进行可逆充放电，并在 10 分钟
内完成快速充放电。未来，该研究成果
还有望在极地科考、空间探测、海底勘
探等多场景应用中“大展拳脚”。

全球首款百公里级氢动力长航程
多旋翼无人机，让油气勘探、电力巡检、
应急救援等有了得力帮手；由浙工大团
队主持完成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成果，为海水淡化、芯片超纯水分
离膜、药物高纯化提供了新解法⋯⋯

科技创新的脚步一日千里。回望
着浙江科技的高光时刻，一幅科技普惠
民生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未来，让我
们 向 科 学 高 峰 继 续 进 发 ，收 获 更 多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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