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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明明通讯员刘贵涛）记
者近日从鞍钢矿业公司获悉，由该公司及相
关合作单位经数 10 年摸索，形成的“大型铁
矿山露天井下协同开采及风险防控关键技
术”日前通过了辽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

作为世界第四大铁矿石资源国，我国铁
矿资源量虽达 744 亿吨，但 99%的资源为贫
铁矿，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 7.6%，导致我国钢
铁业对进口铁矿石依存度高达 70%以上。

半个世纪以来，露天和井下不能同时开
采是世界铁矿采选理论、技术与开采模式等
方向的难题，也成为困扰世界铁矿业发展的
瓶颈性问题。如何在复杂条件下走出贫铁矿
高效规模开发的新路，是扭转我国进口铁矿
石高依存度的关键。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副会长、鞍山钢
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邵安林表示，针对这一
现状，鞍钢矿业公司及其合作单位进行了系

统的关键技术研发，最终形成了大型铁矿山
露天井下协同开采及风险防控关键技术。通
过运用该技术，鞍钢铁矿石自给率从 47%提
至 82%，增产 1.1 亿吨，3 年创直接经济效益
79.85 亿元。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技术开创了世界同
一矿体中露天井下协同开采的先例，破解了
急倾斜矿体多采场同步规模开采、深凹露天
矿高陡边坡风险防控、采空区塌陷涌水重大
安全隐患等世界共性难题。该技术的应用提
高了资源的开采效率，促进了采掘业的产业
转型与技术升级。

据了解，加快该技术应用推广已成为国
家铁矿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截至
目前，该技术已为国内 20 余家矿山安全开采
提供了技术支撑，并应用于世界规模最大的
西鞍山铁矿的建设，为建成国内首个亿吨级
铁矿山企业发挥重要作用。 图为运用露天井下协采技术建设的鞍钢矿业眼前山铁矿全景。

鞍钢矿业首创露天井下协同开采技术

中美合作实现麦克斯韦妖式量子算法冷却
可帮助“初始化”量子计算机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2014 年 1 月 24 日晚，
伴随着长笛吹奏的“渔舟唱
晚”的悠扬曲声，“科学之
夜———2013 中国科学报社
年度盛典”，在国家科学图
书馆圆满落幕。

此时，两院院士评选
“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活动迎来20岁生日。

20 年来，“中国 / 世界
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如实
描绘着世界与中国科技
发展的新景象，折射出世
界和中国 20 年科技发展
的轨迹。它也映射了中国
科学家的群像，留下了他
们为祖国发展作出巨大
努力的脚印。每一次，在
盘点科学与技术的丰硕
成果时，我们都为有这样
的科学家而感动，为自己
能有机会见证这样的历
史时刻而骄傲。

风雨兼程 20 年。这项
由中国科学报社发起、两院
院士担纲的“科技盛典”，不
但始终忠实记录着中国乃

至世界科技的发展进程，铭刻着科技创新
与经济发展的最新脉动，更成为科技人才
奉献于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最凝练标注。

20 年来，无论是信息技术、生命科学、
材料科技、能源环保，还是航空航天、深海
极地探索，中国科技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绽放出异彩纷呈的花蕾。中国科技创
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匆匆步履，也在不断
加深科技与人们生活的融合。这一切，都被
一次次记录在年度科技盛典的史册上。

20 年来，这项评选活动，始终如一地
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世界科技进展，将全球
科技的日新月异与中国科技的奋起直追，
浓缩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风景与丰
盛大餐，在每一个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与公
众分享。20年后的今天，一如中国科技的迈
进步伐，“中国 /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评选活动成为一场厚重而影响深远的中国
科技盛典。

20 年来，“中国 /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
闻”评选活动已吸引广大院士参与投票。梳
理 20年来最有影响的科技新闻事件，我们
可以发现，航天航空、生物技术、交叉学科
包揽了入选次数的前三名。这一现象既反
映了中国对上述领域的重视与高投入，更
体现出中国在生物技术、交叉学科等当前
世界科技最活跃领域的前瞻与布局。

评选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代科学技
术发展的新趋势，也成为中国科学家登上
国际舞台、展示实力的一个良好窗口。因
此，每一项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的成果，既是中国科技界的荣耀，也是每一
位科学家的学术荣誉。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到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从呼唤创新意识，到建设创新型国家
……改革开放 30 余年，中国科技事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科技的发展
理念和发展战略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积
极回应时代的需求。作为中国科技界的
重要媒体，《中国科学报》及其倾力打造
的年度新闻评选，将继续忠实记录中国
科技的创新与探索的坚实步伐。

开放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视
野铸造强健的科技事业。作为媒体的我们，
将继续见证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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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范琼 记者蒋家平）近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郭光灿院士领导的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李传锋
教授研究组与哈佛大学、清华大学的理论组合作，提出并实
现了麦克斯韦妖式量子算法冷却，为破解量子计算机初始化
难题提供了一种很有潜力的手段。该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

《自然·光子学》杂志。
何为“麦克斯韦妖”？按照热力学基本定律，温度均匀的

封闭区域，不可能自动分隔成温度高和温度低两部分。19 世
纪伟大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假想，在黑箱中放入一块隔
板，隔板上开个小门，有只小妖看守这小门，让冷分子走到门
一侧，而热分子走到门另外一侧，最后，在小妖的“调控”下，
门一侧都是“冷”分子，另一侧都是“热”分子。这就是著名的

“麦克斯韦妖”现象。
对量子系统而言，即使处于接近绝对零度，仍然具有各

种能级状态，有处于“激发态”的“热”量子，也有处于“基态”
的“冷”量子，各种状态会混杂在一起。

而与普通计算机开机时，需要将系统初始化，将硬件参
数重置到“初始”状态类似，量子计算机也需要初始化，即将
计算单元“量子比特”调整到能量最低的状态———“基态”，或
者说，量子计算机只需要“基态”的“冷”量子。

中国科大的国际合作团队研究出的这种量子算法，可以
让系统变“冷”，以实现量子计算机的初始化。他们在实验上
利用光学干涉装置搭建成冷却模块，并将冷却模块连接成冷
却网络，通过多次调用冷却模块实现量子系统的逐步冷却。
实验结果和理论预言吻合得非常好，保真度达到 97.8%以上，
其中的冷却模块就像个“量子小妖”。

审稿人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做出一种很新颖
的算法，像麦克斯韦妖一样实现了冷却”。

1.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开展科学探测
2.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成功
3.首次在实验中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4.禽流感病毒研究获突破
5.天河二号蝉联世界超算冠军
6.世界上“最轻材料”研制成功
7.世界唯一实用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研制成功
8.实现最高分辨率单分子拉曼成像
9.世界最大单机容量核能发电机研制成功
10.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研制成功

1.人类探测器历史性地飞出太阳系
2.首次 3D 打印出“活体组织”
3.世界第一台碳纳米管计算机建成
4.首次发现人类 DNA 存在四链螺旋结构
5.首次捕捉到太阳系外高能中微子
6.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
7.世界最大地面天文观测装置正式启用
8.首张人脑超清三维图谱问世
9.首次实现两个人脑之间的远程控制
10.“一箭 32 星”发射创新纪录

（详见第 2~3 版）

2013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13 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薛其坤 2.施一公 3.陈宇翱
4.张柏楠 5.张崇猛 6.唐长红
7.刘庆峰 8.张小龙 9.曹红光
10.李象益

（详见第 4 版）

2013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记者陆琦、孙
爱民）“科学之夜———2013 中国科学报社
年度盛典”今天在京隆重举行。盛典活动
中，“瀚霖杯两院院士评选 2013 年中国 /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2013 中国科学
年度新闻人物”等品牌活动评选结果发布
和颁奖仪式同时举行。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谢克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何鸣鸿、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等领
导及嘉宾出席本次盛典。

盛典活动中，本报社长兼总编辑陈鹏
首先代表本报致辞。他说：“刚刚过去的
2013，回望我们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国内
外的科技发展带给我们太多的荣耀和惊
喜；全社会的目光也逐渐聚焦科技领域。
这一年，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创新成
果，见证了科学家用自己的那份执着和坚
毅，抒写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自己
人格的负责，给爱自己的亲人与同事最温

暖的回报。我们为有这样的科学家而感
动。作为媒体人，为自己能有机会见证这
样沉甸甸的果实的取得而骄傲。”

他说：“今年迎来《中国科学报》55 岁生
日，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站在这个历史坐标
上，《中国科学报》继续着悄然的嬗变。作为
中国创新脚步的记录者，我们致力于打造了
解中国科学的第一窗口，不断改革创新，紧
跟时代步伐，锐意进取，打通符合时代发展
要求的媒体传播链，在全媒体道路上大跨步
前进。我们将在改革中坚守，坚守与国家休
戚与共，坚守与中国科学同行，坚守媒体的
操守，也会继续坚守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
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的办
报方针和信念。”

随后，丁仲礼和谢克昌分别宣布了
“瀚霖杯 2013 年中国 /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评选结果。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开
展科学探测、人类探测器历史性地飞出太
阳系等 20 项新闻入选“2013 年中国 / 世
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该评选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
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中国工程院
办公厅、中国科学报社承办，由两院院士
投票评出，至今已举办了 20 届。评选结果
经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
强烈反响，使公众进一步了解国内外科技
发展的动态，对宣传、普及科学技术起到
了积极作用。

“2013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评委
会主任王志珍宣布了“2013 中国科学年度
新闻人物”评选结果。中科院院士、清华大
学副校长薛其坤，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等 10 人获选“2013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由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科普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人民网、新浪
网、京华时报等主办的中国科学年度新闻
人物评选始于 2012 年，以其严谨、客观、公
正和权威，获得如潮好评。2013 年中国科
学年度新闻人物评选，更加注重候选人工
作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及其影响力，聚

焦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科技企业、科技传播四大领域进行评
选。

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代表薛其坤发表
获奖感言时说，“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这个荣誉寄托了国家对科学的呼唤、对科
技工作者的信任与认可。科技工作者成果
的取得也要归功于国家为基础科学研究
创造的良好条件，使得科技工作者能够心
无旁骛地工作。他表示，我们将继续为了
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富强在基础科学领域
奋斗一生。

在当天的活动上，本报还举行了首席
科学家聘任仪式。王志珍等 10 人受聘。

出席本次盛典活动的，还有数十位两
院院士、专家和学者，以及来自科技部、中
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
部委及多家科技企业的近 200 位领导和嘉
宾。在本次盛典活动上，中央音乐学院师
生和中国科学报社员工共同为在场观众
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科学之夜”年度盛典隆重举行
2013 年中国 /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发布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2013）揭晓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记者孙爱民、
陆琦）今天，中国科学报首席科学家聘任
仪式在京举行。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中国科学院院
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魏江
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高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张履谦，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
究院总设计师唐长红，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许祖
彦，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李兰娟，著名科普专家、中国科技馆
原馆长李象益，科大讯飞公司董事长刘庆
峰受聘。

王志珍代表新任首席科学家发言。她
表示，《中国科学报》是她每天都会读的一
张报纸，这份报纸内容越来越丰富，可读
性非常强，视点敏锐，讨论全面又尖锐。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份报纸。”
王志珍表示，《中国科学报》给我们科学家
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和机会，使我们能够
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为中国科学作出更
多、更大的贡献。

十位科学家加盟本报智库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向王志珍院士颁发中国科学报首席科学家聘书。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向薛其坤院士颁发中国科学报首席科学家聘书。 “科学之夜”年度盛典现场。 李粗摄

启事：1 月 27日本报调至 1月 25 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