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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广 告·

被喻为未来将成为隐形战机“克
星”的量子雷达，近日由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 14 所研制成功。记者从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获悉，这是中国首部基
于单光子检测的量子雷达系统。

量子雷达探测技术是近年来国内
外的研究热点，在雷达探测与成像识
别领域具有重要的军事应用价值。该
量子雷达系统由中国电科 14 所研
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电科
27 所以及南京大学等协作单位的共
同努力下，完成了量子探测机理、目标
散射特性研究以及量子探测原理的实
验验证，并且在外场完成了真实大气
环境下的目标探测试验，获得百公里
级探测威力，探测灵敏度极大提高，指
标均达到预期效果，取得阶段性重大
研究进展与成果。

据介绍，鉴于量子态传播所具有

的特性，该量子雷达利用量子态作为信
息的载体，从而有效降低系统的功耗，可
以应用于多种轻型平台；其次，以量子态
作为接收对象，利用量子态特性，可以丰
富目标的探测手段，提高对低可见目标
的探测性能。利用量子态具有的高阶相关
性，可以通过量子态关联抑制杂波干扰，
同时在现阶段复杂电磁环境下具有较强
的可靠性、保密性。总之，利用量子态所具
有的特性，可以解决传统雷达在低可见目
标的检测、电子战条件下的生存、平台载
荷限制等诸多方面的瓶颈问题，从而全方
面提升雷达的各项性能指标。

据悉，目前中国电科14所智能感知
技术重点实验室在量子雷达研究方向上已
建立了基本的研究环境，具备了量子雷达
系统设计、系统研制以及实验验证的初步
能力，为后续进一步开展微波量子雷达奠
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基础。科技日报

隐形战机的“克星” 中国成功研制出量子雷达

今年 9 月 17 日是第二个世界骨
髓捐献者日，记者从中华骨髓库了解
到：中华骨髓库入库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已经超过 220 万人，目前是全
世界第四大骨髓库，也是最大的华人
骨髓库，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近 6000
例，累计向境外 23 个国家和地区捐
献了 243例造血干细胞。

2015 年由世界骨髓捐献者协会

（WMDA） 倡 议 ， 在 世 界 骨 髓 库
（BMDW）和欧洲血液与骨髓移植协会
（EBMT）的支持下，把每年 9 月的第
三个星期六定为“世界骨髓捐献者日”。
世界骨髓库库容 （其中包括中华骨髓
库）已超过 2800 万人份，仍不能满足临
床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需求。2016 年的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是 9月 17 日，有 50
多个国家（地区）举办活动。 人民日报

我国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超 220 万

记者 9 月 17 日从阿里巴巴集团
获悉, 该集团于美国时间 16 日在纽
交所收盘价为为每股 104.64 美元,市
值约合 2664.13 亿美元, 位居亚洲所
有上市公司市值首位。

本月初, 腾讯市值成亚洲市值最
高的公司。阿里的此次登顶继续实现
了由互联网公司领跑亚洲, 打破过去
传统行业巨头轮流坐庄的局面。这与全
球市值最高公司长期由苹果、谷歌、微
软等互联网公司占据的趋势趋同。

在 2017年阿里第二季财报中,电
商仍是阿里营收的大头,但其中备受投

资人关注的云计算、数字媒体和娱乐、创
新项目被明确为“新三大引擎”。

据了解, 阿里核心电商之外的三大板
块将实现 “履带式前进”, 即:2017 至
2019年,当下已估值600亿美元的蚂蚁金
服领跑;2019至2021年, 由阿里云接棒;
2021年至2024年,菜鸟将挑头。如同接力
运动员一样,阿里系业务将逐一轮流接棒。

按照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的提法,阿里未来目标将着眼于全球:“为
一千万家企业提供生存、成长和发展的平
台,为全世界创造一亿个就业机会,为全世
界二十亿消费者服务。” 新华社

阿里巴巴市值登顶亚洲

“我也不敢相信，知道分数一样
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坐在河西一家
咖啡馆，小苏宇轩看着身旁的大苏宇
轩笑得一脸惊喜。

没有戴眼镜的大苏宇轩比小苏宇
轩大 3 个月。据说，双方家长取名字
的时候都是翻字典，发现“气宇轩昂”
这个成语不错，遂取名“宇轩”。

两人在初中就已相识，同校不同
班。“初三有光荣榜，然后看到两个苏
宇轩。”他们知道了彼此的存在。

升学到湖南师大附中，高二文理
科分班，两个人成为同班同学。

“当时不是很惊讶，因为初三就
已经认识了，所以没什么感觉，就点名
的时候很奇怪。”最开始同学们喊“苏
宇轩”，两个人就会互相看看，认识的
就回应，不认识的就做自己的事情。老
师点名的时候，两个人都会犹豫一下，
因为怕喊的不是自己会尴尬。到后来
分了大苏和小苏，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重名总有困扰。
有一次小苏的饭卡掉了，去补办

的时候需要挂失，工作人员挂失了大
苏的卡，结果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人
的卡都不能用了。大苏刷卡的时候一
脸惊诧，小苏才反应过来是不是挂失
的时候搞错了。

师大附中当时要挂两个胸牌，一
个是有人脸的，一个是班级和姓名作
为识别标准。结果小苏和大苏分别补
办了对方的脸。

是的，他们换脸了！
此外还有成绩录分，高三考试多，

俩人学号又接近，经常出现大苏小苏
成绩录错，老师也很凌乱。由于寝室按
字母顺序分，两个人自然而然成为了
室友。高二亲密地玩过一阵子，“有种
替身在旁边的感觉。”

两个人性格上其实区别明显，大
苏比较宅，有点喜欢打游戏，住校好一
些，会踢足球打篮球。小苏在家也宅，
但是不玩游戏，喜欢下围棋和聊天。

由此，两人也并没有共同的死党，
朋友圈没有互相重合。反倒是双方父
母经常交流，“感觉什么事都是他们

告诉我们的，他们经常喜欢在网上聊聊
天。”

大苏是被父亲告知和小苏分数一样
的，然而小苏还不知道，他直到回学校填
志愿的时候，同学告诉他才知道两个人
分数一样。

最神奇的部分来了，两个人分别回
家填志愿，没有通气也没有交流，结果两
个人的第一志愿都是报考的南京大学。
当被问及“为什么考虑报南京大学”时，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了句，“想冲一
下。”然后相视一笑，突然有种莫名的默
契出现在现场，那种氛围有点巧妙，又带
着点美好。

第一志愿南京大学，第二志愿同济
大学。因为双方父母都进了家长群，在群
里讨论的时候才发现两人同时被同济大
学录取。

开学日期临近，大小苏各自开始为
自己的大学生活做准备，不约而同的，他
们都选择了乘飞机去学校报到。

结果，他们订了同一天的同一个航
班…… 宁波晚报

逆天神巧合 准大学生同名同校高考同分

航天员在太空中 “动动脑子”就
能“指挥”各种操作，这种科幻片中才
能见到的情景或将成为现实。

随着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
空实验室———天宫二号的成功发射，
由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负责设计研
发的在轨脑－机交互及脑力负荷、视
功能等神经工效测试系统也一同进入
太空，将开启首次太空脑－机交互实
验。“脑－机交互将是未来人－机通
信交互的最高形态。”项目主要负责
人、天津大学精仪学院教授明东介绍，
脑－机交互一直被列为美国最优先支
持发展的颠覆性创新技术之一，“这
将是中国人领先欧美开启的一次太空
脑－机交互实验征程”。

即将在天宫二号上开展实验的神
经工效测试系统拥有 64 项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1 项软件著作权，是天大
“智”造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集群。天

大神经工程团队长期从事以助老、助残、
助特为目的的新一代脑－机交互基础理
论与关键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陆
续设计出适用于全肢体中风康复的纯意
念控制人工神经机器人系统 “神工一
号”“神工二号” 并在多地医院临床测
试成功，曾被评为“中国可能改变未来
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有力推动了新
兴的脑－机交互技术在临床康复领域的
发展与应用。

此次在执行载人航天空间实验室任
务中，“神工”技术将为“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的航天员太空中期驻留验证等
作出贡献，是“天宫二号”航天人因工程
重点项目。

为何要在太空中率先开展脑－机交
互研究？“从宏观来说，人类的大脑因其
复杂神秘而被称为‘三磅宇宙’，探索宇
宙与探索大脑存在着天然的关联。”明
东介绍，航天员在太空环境中，完成复杂

作业任务受到极大的限制，脑－机交互
可以不依赖外周神经和运动系统，将航
天员的思维活动转化为操作指令，同时
又能监测航天员的脑力负荷等神经功能
状态，实现人机互适应，减轻作业负荷，
是最为理想的人机交互方式。

通过脑力负荷与视功能测试系统，
可以实时获取并解析航天员在作业任务
时的感觉（视觉）和认知（脑力负荷）功
能相关的生理信息变化。在轨脑－机交
互系统针对太空飞行过程中的各类约束
条件开发了适于在轨环境的高识别度、
高稳定性的脑－机交互自适应检测设备
与处理技术，构建了针对航天员个体的
高度个性化定制的脑－机接口判别模
型，设计了脑电特征强化诱导训练策略，
优化了脑电特征与系统模型的耦合效
率，大幅提升了脑－机在线操作的工作。

“这是我们团队首次参与航天任
务，师生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积累

了宝贵经验。” 明东介绍说，2012 年 3
月，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与中国航天
员中心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正式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致力于我国在轨脑－机交
互装置与技术的研制和发展，其间进行
了多次原理演示和可行性论证，尤其近
一年中团队先后完成了所需的 5 个软
硬件子项目的开发和调试，开展地基人
体实验近千次，最终通过了航天员中心
的严格评审。

明东曾通过纪录片 《生命密码：三
磅的宇宙》向世界解读“脑机交互”这
一项令人激动的科技成果。“我们贴切
地将这一计划称为 ‘天地同心’ 或者
‘太空谛听’，因为可以让地面的机器人
分身传达着远在万里之外、太空之上的
航天员本人的某些思想。”明东说，“这
一计划若能成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
来关注脑－机交互技术，关注中国神经
工程前沿科技的发展。” 中国青年报

我国将启动首次太空脑－机交互实验

科学家发明了一种面料，能让穿
着者感到异常凉爽，几乎等同于一丝
不挂所带来的感受。相关成果近日发
表于《科学》杂志。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新材料，它基于塑料纺织，成本低廉，
如果用它做衣服，能比现在的天然织物
或化纤织物更有效地给身体降温。这种
新材料由一种叫聚乙烯的普通塑料制
成，它薄薄一层，布满纳米尺寸大小的
孔，直径从 50到 1000 纳米不等。

研究人员称，这个直径范围涵盖了
可见光波长的范围，因此它会让可见光
发生明显的散射，这使得材料变得不透
明，而且也减少了外界光照的升温作用，
让红外辐射和空气得以释放。他们还用
聚多巴胺涂层对材料进行了亲水性处
理，以便能更好地排出汗水。而棉线网布
的加入，也使得织物变得更耐用。

与此同时，这种明亮的白色织物
可以强力反射可见光，防止其给人体
加热。研究人员表示：“这一面料，有望
为人们带来在炎热天气不需空调而保
持凉爽的‘空调衣’。”中国科学报

科学家发明“一丝不挂”面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