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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研发的
6比特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上线“ + ”

让医疗不受时空限制
■ 张思玮

“请分别用你的左手、右手指鼻尖，再同时伸出双
手做一伸一曲的动作。”

“凌主任，我左手抖动得厉害，根本完不成这样
的动作。”

“除了手抖，你现在身体还有哪些不适？”
“闻不出来香臭，还经常便秘、尿频。”
……
上面对话的医者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至培，患者是一位来自
江苏泰州的退休职工王忠（化名）。这是全球首个

“5G+全息”远程诊疗系统的应用场景。
医者凌至培身处三亚的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而患者王忠却置身于江苏泰州美好医院，两者相距
2300公里。据了解，该系统是在“5G远程诊疗系统”的
基础上，通过全息影像展示及全息直播互动技术，实现
了远程全息医疗影像实时传输技术，为远程患者展现
更真实生动的诊疗画面，并且使医生和病患在几乎零
时延的环境下实时互动。

去年，凌至培已经分别完成了全国首个神经外科
5G远程常规门诊、世界首例5G远程操控颅脑手术。

“专家不出院门，患者更不必旅途奔波，在家门口
的医院就能享受高端医疗资源。”凌至培说，“5G+全
息”远程诊疗系统会把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跨越时空专家“现身”基层

相比之前的四代移动网络，5G是4G的延伸，具有
超高速率、超低时延、超高密度等优势。比如，在5G网
络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1G的电影1~3秒就能下完，基
本上不会超过10秒。并且，5G的时延已达到毫秒级
别，仅为4G的十分之一。同时，5G网络连接容量更
大，即使 50 个客户在一个地方同时上网，也能有
100Mbps以上的速率体验。

在此次“5G+全息”诊疗系统的病患互动，除了借
助5G通信技术的特点，还结合了全息技术，工作人员
将位于三亚海南医院凌至培的全息影像直接投射至泰
州美好医院现场，将立体的全息影像展示在泰州，并对
患者进行了详细询问。

“多年来，国内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尤其是偏
远欠发达地区，医疗设备落后、医学人才匮乏，广大人
民群众的医疗需求难以满足。“5G+全息”远程诊疗系
统如果能推广到县市乡村的基层医院或者卫生所，将
极大减少老百姓看病就医的成本，疑难病或将在家门
口就能得到精确诊断和治疗，这也为推动国家医改深
入发展提供现实举措和不竭动力。”凌至培说。该技术
还能为灾难救援、远海、航天医疗，提供跨越式医学救
治手段，让优质手术救治能力欠缺地区的伤员得到及
时有效的手术治疗。

脑起搏器植入有时机

谈到为何帕金森病患者能够享受到5G+全息远程
诊疗系统带来的福利？凌至培表示，帕金森病的诊断
主要依据临床病史和神经系统查体结果，通过“面对
面”的问诊，专业医生都能够做出正确诊断。

据国内的流调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帕金森
病患病率为1.7%。据此推算，目前国内帕金森病患者
已经超过300万人。

“但超过九成公众不了解帕金森病，更不知道帕金
森病的外科治疗手段，甚至连60%以上的非神经科医
师对疾病及脑起搏器外科手术疗法不了解。”凌至培在
远程诊疗后，通过“5G+全息”系统对泰州美好医院现
场的患者进行了科普授课，主要讲解了帕金森病脑起
搏器治疗的新进展。

所谓的脑起搏器（DBS）是通过植入大脑中的细微
电极发射电脉冲刺激脑内核团，减轻因药物带来的副
作用，控制患者的症状，提升患者的生活能力。

通常当帕金森病进展到4年左右，伴随药物疗效
明显下降、药物副作用增大或有严重的异动症状出
现时，是患者进行脑起搏器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最
佳时机。“如果患者错过脑起搏器治疗的理想时机，
则会降低治疗效果，最终可能失去手术的机会。”凌
至培说。

安全性不容忽视

“如果说医联体是分级诊疗运营和落地的载体，那
么5G技术就是国家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助推器，更是
医联体之间互联互通的关键。”凌至培表示。医联体的
目标是让医院之间实现“强弱联合”，但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受制于距离、资源、人力等因素，而5G技术则打通
了这些阻碍因素。

除了给患者带来福利，5G技术还可以进一步结合
VR、AR、动作捕捉、虚拟人等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医疗
培训、医学科普教育、远程全息会诊及远程全息门诊等
更多可能。而全息影像中投影出的专家近似真实地出
现在眼前，能够更好地拉近远程诊疗两端的距离，让患
者和远程专家更加“亲密”地沟通交流。

不过，凌至培同时指出，5G时代，将有更多的智慧
医疗设备，人工智能水平也越来越高，一定要加强信息
安全保护。因为任何一个医疗设备都可能受到攻击，
端和端的传输安全、端和数据中心的传输安全问题尤
为突出。

“当然，我们还应将5G技术和医院的信息网络结
合起来，能够实现同质量、同标准的建设。“凌至培说，
医疗信息标准非常重要，它能够保证更高效、更可信的
连接。

近日，2020
第四届世界无人
机大会暨第五届
深圳国际无人机
展在深圳开幕，
400 多家国内外
无人机企业带来
1000 多 架 无 人
机参展。

新华社记者
王丰 摄

地球大数据专项入列
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平台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董瑞丰）记者近日从
中国科学院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办公室获
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在线平台
已将地球大数据专项列为其合作伙伴和技术支
持机构。该进展彰显了我国科研机构服务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据悉，经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
制在线平台的专业评定，地球大数据专项成为
现有24个平台合作者之一，其他合作机构包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论坛、欧空局、联合
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等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等。

我国在纳米“人造分子”制备
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聚合物分子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聂志鸿团队为制备纳米

“人造分子”找到了简易方法。
据悉，聂志鸿团队将着力于程序化构建更

为复杂多样的“人造分子”，深入研究各种纳米
“人造分子”材料的物理性质，力争填补这一新
兴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团队也将关注新材
料的智能化响应问题，提升材料的可控性。“我
们希望研究成果能为国内的新材料发展添砖加
瓦。”聂志鸿说。 （本报综合）

中国自主研制的
“人造太阳”重力支撑设备启运

可控核聚变装置俗称“人造太阳”，是照亮人
类未来的终极能源梦想。中核集团近日透露，由
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重力支撑批量产品在贵州遵义正式启运。

该设备是ITER重要的结构安全部件之一，
由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和贵州航天
新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到达现场后，将安
装在杜瓦底座环上，不仅承载上万吨磁体系统
重量，还要承受强热应力、强电磁力、瞬时载荷
等复杂工况。

ITER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聚变反应堆实
验工程，其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都超过了已经
大量建造运行的裂变反应堆。ITER磁体支撑
是中国承担的几个大型采购包之一，由中国承
担100%制造任务。重力支撑产品是磁体支撑
采购包中结构最复杂、制造难度最高的部件，其
零部件众多、装配工艺复杂、尺寸精度要求高，
能否按时交付，关系到整个ITER装置的装配进
度和后期实验装置的稳定性。 （本报综合）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 徐海涛）我国企业自
主研发的6比特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日前正式
上线，全球用户可以在线体验来自中国的量子
计算服务。此次发布的云平台系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的成果转化企业合肥
本源量子公司研发，基于其自主研发的量子计
算机“悟源”，搭载了6比特超导量子芯片夸父
KF C6—130，保真度、相干时间等技术指标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源量子计算云平台提供了图形化编程、代
码编程两种在线编程方式。为了让用户使用该
平台开发出更为多样的量子算法与量子程序，本
源量子基于自主开发的量子编程框架“量子熊
猫”与量子编程语言“量子音符”，开发并推出了
复杂网络排序、手写数字识别、用户偏好行为预
测3款典型的量子编程应用，供用户学习使用。

5G 全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