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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7 日电（记
者魏梦佳）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近日使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空
间站双光子显微镜开展在轨验证
实验任务并取得成功。记者27日
从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项目团队
获悉，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首次在
航天飞行过程中使用双光子显微镜
获取航天员皮肤表皮及真皮浅层的
三维图像，为未来开展航天员在轨
健康监测研究提供了全新工具。

双光子显微成像技术是基于
双光子吸收及荧光激发的一种非
线性光学成像技术，具有高分辨
率、强三维层析能力、大成像深度
等特点。由于传统的双光子显微

镜整机系统庞大，不能满足在轨实验
仪器设备对可靠性、体积、重量、抗冲
击和振动性能等的苛刻要求，此前国
际上还未能实现双光子显微成像技
术在空间站在轨运行与应用。

2017年，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
学成像科学中心主任程和平院士带
领团队成功研制探头仅重 2.2 克的
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为空间站双
光子显微镜的开发奠定基础。2019
年，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大
力支持下，由北大程和平、王爱民团
队，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李英
贤团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丽爽
团队联合相关企业及院所组建空间
站双光子显微镜项目团队，由程和

平担任总负责人。项目组攻克多项
显微镜小型化技术难题，于去年 9
月研制成功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

项目团队成员、北京大学未来技
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俊杰博士介绍，
去年11月12日，空间站双光子显微
镜搭乘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成功运抵
中国空间站，成为世界首台进入太空
的双光子显微镜。近日，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双光子显微镜的
安装、调试和首次成像测试，成功获
取了在轨状态下航天员脸部和前臂
皮肤的在体双光子显微图像。

据悉，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能
以亚微米级分辨率清晰呈现出航天
员皮肤结构及细胞的三维分布，具

备对皮肤表层进行结构、组分等无创
显微成像的能力。成像结果显示，皮
肤的角质层、颗粒层、棘层、基底细胞
层、真皮浅层等三维结构清晰可辨。

“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是体现我
国高端精密光学仪器制造水平的重要
成果。”程和平介绍，此次在轨验证实
验实现了多项第一，例如世界上首次
实现双光子显微镜在轨正常运行；国
内首次实现飞秒激光器在轨正常运
行；国际上首次在轨观测航天员细胞
结构和代谢成分信息。“这些不仅为从
细胞分子水平开展航天员在轨健康监
测研究提供了全新工具和方法，也为
未来利用中国空间站平台开展脑科学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

我国自主研制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
首 获 航 天 员 皮 肤 三 维 图 像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葛晨）他们被称作“月亮的
孩子”“瓷娃娃”“蝴蝶宝贝”……这些美丽名字相对应的，却
是残酷的罕见病：全身毛发和皮肤发白的白化病、即使轻微
碰撞也会严重骨折的成骨不全症、皮肤像蝴蝶翅膀一样脆弱
的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今年2月 28日是第十六个国际罕见病日。罕见病患者
在生活、医疗和心理等多方面长期遭受困境，亟需社会关注。

罕见病指患病率特别低的病。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定义
罕见病是患病人数占总人口数0.65‰至1‰之间的疾病，不
过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标准较之略有浮动，目前全球尚
未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罕见病统一标准。

罕见病通常为慢性、进行性，病情严重且很可能伴随终
生。例如卟啉病，皮肤晒太阳会发痒、水肿甚至糜烂；亨廷顿
舞蹈病，手臂、躯体不自觉任意扭动，伴随步态不稳、言语和吞
咽障碍；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全身肌肉逐渐萎缩
直到完全丧失活动能力……而这些只是罕见病的冰山一角。

目前全球共确定罕见病大约7000种。研究显示，80%以
上的罕见病由遗传因素导致，50%在出生或儿童期发病。

罕见病治疗一直面临困难。罕见病病因繁多、症状复
杂，就算是同一种罕见病，不同患者的症状也存在差异，导致
在发病初期漏诊、误诊，不少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期，病情难以
逆转；即便诊断准确，全球已知的罕见病中至少90%尚无有
效治疗药物，药品研发难度大、投入高、周期长，大部分已有
的罕见病药品极其昂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民间组织关注罕见病群体，组织互动活
动、加强科研力量，缓解他们因病痛脱离社会带来的孤独，为他们获取更多
医疗资源，帮助他们重获生活热情。

国际罕见病日设立于2008年，定在每年2月最后一天，目的是为罕见病
患者群体在当地、本国乃至在国际层面争取更多机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呼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提倡国际社会向罕见病人群提供平等的医疗
条件，希望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携手促进罕见病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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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也会犯错。如果量子计
算机想在实用性方面取得进展，并
解决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
有效纠错就是必备技能。

美国谷歌公司研究人员在新一
期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首次
通过实验证明可以通过增加量子比
特的数量来降低计算错误率。这个

“量子纠错”方面的成就，是谷歌
2019 年宣布成功演示“量子霸权”
后，在其量子计算路线图上达到的第
二个关键里程碑。

对于普通计算机来说，芯片存储
信息的单位是比特，会将一些信息复
制到冗余的“纠错”比特中。如果因
宇宙射线扰乱电路等意外而发生错
误时，芯片可以在“纠错”比特的帮助
下发现问题并修复。

但“在量子信息领域，我们无法
做到这一点”，谷歌量子硬件主管朱

利安·凯莉说。量子计算机存储信息
的单位是量子比特，因其可以同时处
于0和1的叠加态等量子特性，它可
以带来更快的计算速度，但一个量子
比特的信息不能像普通计算机纠错
机制那样简单地复制到冗余量子比
特上。因此，如何纠正可能出现的错
误成为量子计算机需要解决的问题。

科研人员为此提出了“量子纠
错”方案，即将一些物理上的量子比
特组合起来，当作一个逻辑上的量
子比特，然后可以使用一些物理量
子比特来检查逻辑量子比特的“健
康”状况，并纠正错误。

谷歌团队在最新论文中报告了
2种不同大小的逻辑量子比特。其
中一个使用17个量子比特，一次能
够从一个错误中恢复；另一个较大
版本使用49个量子比特，可以从两
个同时发生的错误中恢复，并且性

能略好于前一个版本。
不过，错误率仍需进一步降

低。谷歌量子计算部门负责人哈特
穆特·内文说：“它下降了一点，但我
们需要它大幅下降。”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量
子纠错的理论物理学家芭芭拉·特
哈勒指出，这一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很难做到这一点，但目前的性
能改进仍较小，还不能保证使用更
大版本会提供更好的性能。

新加坡地平线量子计算公司物
理学家乔·菲茨西蒙斯表示，科学界
有许多实验室都在朝着有效量子纠
错的方向前进，谷歌最新成果显示
了这方面的许多必备特征，但量子
比特还需要把信息存储足够长的时
间以便计算机进行计算，“谷歌的团
队尚未实现这一壮举”。菲茨西蒙
斯说，考虑到量子计算系统需要扩

大，要看到“令人信服的可扩展的纠
错演示”，还需要持续改善。

谷歌制定的量子计算路线图中
包含六个关键里程碑。其中“量子霸
权”为第一个，最新成果则是第二
个。“量子霸权”又称量子优越性，即
通过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计算能力
超过现有最强的传统计算机，证明量
子计算机的优越性。2019年10月，
谷歌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在《自然》
杂志发表论文，宣布成功演示了“量
子霸权”，其量子系统花费约200秒
完成传统超级计算机要1万年才能
完成的任务。

这一路线图中的第六个里程碑，
是扩大规模后由100万个物理量子
比特组成的机器，可编码1000个逻
辑量子比特。内文表示，在那个时
候，“可以自信地承诺商业价值”。

（新华社伦敦2月25日电）

量子计算又达里程碑，“量子纠错”成色如何
新华社记者 郭 爽

新华社洛杉矶 2月 27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航天局27日因地面
系统故障取消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载人“龙”飞船发射任务。

载人“龙”飞船原定于美国东部
时间 27 日 1 时 45 分（北京时间 27
日14时45分）搭乘“猎鹰9”火箭从
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
空，搭载美国、阿联酋和俄罗斯的总
共4名宇航员飞往国际空间站。

美航天局直播画面显示，在发
射倒计时2分 30秒左右，美航天局
宣布因地面系统故障取消发射。美
航天局随后在官网发布公报说，任
务小组将调查与第一级发动机点火
相关的问题。

美航天局说，火箭和飞船均安然

无恙，火箭推进剂已被卸载，宇航员
也离开了飞船。下一个可尝试的发
射日期是3月2日，但还要考虑这次
故障的调查结果再做出相关决定。

这次任务是载人“龙”飞船第6
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
参与这次代号“Crew-6”航天任务
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斯
蒂芬·鲍恩、沃伦·霍伯格、阿联酋宇
航员苏丹·奈亚迪和俄罗斯宇航员
安德烈·费佳耶夫。

“龙”飞船是美国首个由私营企
业建造并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
载人飞船，也是自美国航天飞机之
后首个获美航天局认证的常规运送
宇航员往返 空 间 站的新型载人
飞船。

美国“龙”飞船载人发射
因地面系统故障取消

据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统计，成都市餐饮服务单
位日平均产生废弃油脂数量约 400 吨，70%到 80%的餐厨
废油会运往四川相关环保科技公司，生产为工业级混合
油、生物柴油等。

图为 2 月 21 日，四川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
员在实验室工作。

（新华社发）

成都餐厨废油用起来

新华社哥本哈根2月27日电 欧
洲环境局27日发布简报说，从欧盟
出口的废旧纺织品数量在 20 年内
增长了两倍以上，而且可能还会继
续增长，这将带来日益严峻的废物
管理和出口等挑战。

简报介绍，由于欧洲对废旧纺织
品的回收和再利用能力有限，欧盟将
大量废弃或捐赠的衣物及其他废旧
纺织品出口到非洲和亚洲。数据显
示，2000年欧盟出口的废旧纺织品
数量约为55万吨，到2019年已增至
近170万吨。2019年欧盟人均出口
的废旧纺织品达3.8公斤，占欧盟每
年人均消费纺织品的25%。这些废
旧纺织品主要销往非洲和亚洲。

简报称，公众普遍认为捐赠旧
衣物在某些地区总是有用的，但这
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出口
废旧纺织品最终能否被重复利用是
不确定的。欧盟出口的废旧纺织品
中仅部分得以再利用，而不适合再
利用的部分最终流入垃圾填埋场。

欧洲环境局说，纺织品会给环
境和气候造成压力，欧洲在管理废
旧纺织品方面面临严重挑战，而欧
盟出口废旧纺织品数量不断增长也
给出口目的地国家带来挑战。目前
几乎没有关于接收国家对这些废旧
纺织品利用情况的研究或资料，例
如这些废旧纺织品的实际再利用
率、最终成为废品的份额等。

欧洲环境局：

欧盟废旧纺织品出口20年间增两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