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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素有“黄金水道”

之称的长江航道

南京段呈现一派

繁忙景象，装运

着各类物资的船

舶在江面上往返

穿梭，保障着企

业生产和人们生

活物资需求。

方东旭
摄影报道

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在合肥上线

示范区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悟空”出世演绎  芯之变

黄山休宁县延续历史文脉

万安老街“修旧如旧”

1月6日9时，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

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在本源量子计算科

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源量子”）

上线运行。该量子计算机由本源量子自

主研发，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悟

空芯”，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可编程、可交

付超导量子计算机。

取名自神话人物孙悟空
超导量子计算机是基于超导电路量

子芯片的量子计算机。国际上，IBM与

谷歌量子计算机均采用超导技术路线。

此次发布的中国第三代72比特超导量子

计算机取名“悟空”，来源于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神话人物孙悟空，寓意如孙悟空般

“72变”。

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副主

任孔伟成博士介绍，“本源悟空”匹配了本

源第三代量子计算测控系统“本源天机”，

在国内首次真正落地了量子芯片的批量

自动化测试，量子计算机的整机运行效率

提升了数十倍。

目前，本源量子第一代、第二代超导

量子计算机均已交付中国用户使用。本

源量子拥有中国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中

国首款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中国首个量

子计算测控系统。本源量子计算专利数

排名中国第一、全球第六。

中国第三代可交付超导量子计算机

科研团队主要负责人、中科院量子信息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平教授说，中国可交

付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是要清醒看到和世界量子计算

强国间尚有不小差距。我国基层量子计

算科研团队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

续艰苦奋斗，继续紧紧咬住全球量子计算

科技前沿，把量子计算机关键核心技术牢

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力争造出更强

的中国人自己的量子计算机。

搭载72位超导量子芯片
“悟空芯”是本源量子自主研发的夸

父系列量子芯片，属于第三代产品。第一

代夸父6比特超导量子芯片KFC6-130

在2020年研制成功。2021年，第二代夸

父24比特超导量子芯片KFC24-100研

制成功。

与前两代量子芯片相比，第三代夸父

超导量子芯片具有更高的相干时间，性能

上有显著提升。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贾志龙博士介绍，“悟空”搭

载的是72位超导量子芯片“悟空芯”。这

款芯片在中国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上制

造，共有198个量子比特，其中包含72个工

作量子比特和126个耦合器量子比特。

“‘悟空芯’以及‘本源悟空’量子计算

机的发布，是中国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的

一张新‘入场券’。”贾志龙博士认为，这意

味着中国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能力从小

规模开始进入中等规模阶段，具备了自主

生产一定中等规模的可扩展的量子计算

机芯片和系统的能力。

孔伟成博士表示，基于该款量子芯片的

“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可一次性下发、执行

多达200个量子线路的计算任务，从而比只

能同时下发、执行单个量子线路的国际同类

量子计算机，具有更大的速度优势。

本报记者 吕倩雯

伴随渔桶、菱桶等渔具

敲打发出的悠悠渔歌，游客

一探隐于苕溪的鱼桑丰收盛

况……湖州 ·南浔第十五届

鱼文化节近日在荻港村开幕，

以“鱼桑龘龘 万物合和”为主

题，寓意龙年鱼桑兴旺，吸引

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品民

俗、游古村，吃碗鱼汤饭。

在湖州，“无鱼不成宴”

的习俗已延续近千年。相较

以往，今年的鱼文化节形式

更加多样，不仅有鱼乐、鱼

歌、鱼舞、鱼火、鱼宴等传统

节庆表演，更有桑基鱼塘生

物多样性展交会、“百印鱼

桑”篆刻艺术展等现代文艺

展览，为各地游客献上了一

场丰盛的水乡文化盛宴。

荻港村的桑基鱼塘是中

国传统桑基鱼塘系统最集

中、面积最大、保留最完整的

区域。桑基鱼塘系统起源于

2500年前，以“池塘养鱼、塘

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

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

生态循环模式，实现了对生

态环境的“零污染”。2023

年12月桑基鱼塘入选第二

批浙江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

“金字招牌来之不易。”荻港村党委书

记杨升辉说，曾经村里家家户户靠桑基养

鱼养蚕致富，后来村民外出经商务工，鱼塘

也逐渐荒废，险些被填平开发。2005年，土

生土长的荻港女儿徐敏利利用当地荒废湿

地、老桑地、老鱼塘等，建起了集生态养殖、

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于一体的农旅度假

中心——荻港渔庄，并四处奔走保护桑基鱼

塘系统，镇里村里加大了资金投入，桑基鱼

塘逐渐“苏醒”了。

鱼与桑的默契配合，在新的阶段也有

了新的“注脚”。近年来，在“千万工程”指

引下，荻港村融入南浔长三角亲子乐园建

设，鱼桑文化赓续千年而历久弥新，构建渔

庄研学、古村游学、桑基鱼塘体验三维一体旅

游板块，不断延伸拉长文化旅游的产业链。

“鱼文化节等民间传统节庆活动，是祖

辈交付后人保护桑基鱼塘的历史使命和留

住文化的重要手段。随着活动的推陈出新，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荻港村2023年全

年游客量突破78万人次。”杨升辉介绍，围绕

全域4A级景区打造，荻港村正加紧修缮南苕

胜境、四面厅等老建筑，新建开沅书院、中国

非遗馆，建设荻港古村5.3公里的精品旅游

环线。“只有不断挖掘文化基因，激发活力，

古村才能‘长红’下去。” 本报记者 唐闻宜

漫步于黄山市休宁县的万安老街，徽

派民居白墙黛瓦，经过修缮的整条老街干

净整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万安

老街，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

鼎盛时期，是古徽州最繁华的街市之

一。万安老街上的店铺达400多家，行业

100多种，素有“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

街”的美誉。直到现在，街区仍有吴尔宽

塾馆、水南桥、“当铺巷”、“徽州学府”、百

年老校休宁中学等人文景点，明代年间

古塔1座、古桥4座、古水埠码头12处，清

末和民国期间传统店铺建筑130余处。

去年，休宁县将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作为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之一，通过开

展实地调研考察、与老街居民面对面交

流、征集群众意见建议等，排摸了8类项目

27个子项目，包括老街污水管道改造修

复、吴家大院及陶行知启蒙馆改造提升、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及节点打造、老街危险

护岸维修等，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

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工作。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休宁县通过“修旧

如旧”的方式，在保留老街传统韵味的基础

上进行微改造、精提升，将“三电线路”入地

埋设，修复古码头和明清建筑，并用旧砖块

建路边围墙，用旧石板建起街中仿古广场，

搭建路边花坛，绘制特色墙画，悬挂仿古灯

笼，提升了老街的颜值和文化品位。

“过去，徽商从码头行船出发，如今

通过对建筑开展保护性修复，盘活老街

现有房屋，筑巢引凤吸引客商，希望重现

万安老街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老街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外，还对陶行知启

蒙馆重新布展，展示了陶行知生活、学习

和从事创办师范教育、平民教育和创办

上海工学团的生动故事。

通讯员 姚靖雯 本报记者 吕倩雯

洼地变高地，交通要先行，近期，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大交通

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在青浦，上海轨交17

号线西延伸段跨拦路港斜拉桥和跨G50

高速连续梁顺利合龙；在吴江，重要交通

枢纽站点苏州南站A区主体结构完成封

顶；在嘉善，沪苏嘉城际枫南线开启了全

国首个连续沉井法施工的地下车站建设。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到位，位

于示范区青浦片西岑地区的17号线西延

伸段，跨拦路港斜拉桥和跨G50高速连

续梁的两处结构合龙段混凝土浇筑宣告

顺利完成。

两座节点桥均为17号线西延伸工程

两大关键控制性节点，跨拦路港矮塔斜

拉桥全桥总长为380米，其中主跨为180

米，一举横跨150米宽的拦路港河道，是

国内轨道交通工程同类型跨度最大的矮

塔斜拉桥。跨G50节点桥全桥总长为

261米，其中主跨为111米，斜跨了交通

流量异常繁密的G50双向6车道高速。

江苏苏州南站建设也在加紧推进，

工地上塔吊林立，一片忙碌。苏州南站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集高铁、

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和水运于一体。未

来，沪苏湖铁路、通苏嘉甬铁路、水乡旅

游线城际铁路、苏州轨道交通10号线等

多条轨道交通线将在这里交会。

目前，苏州南站A区主体结构完成封

顶，标志着由主体结构建设转入装饰装修施

工阶段。同时，沪苏嘉城际铁路水乡旅游线

苏州南站预埋工程02标段主体结构最后一

段顶板完成浇筑，水乡旅游线苏州南站预埋

工程主体结构全部完工，为苏州南站地下

空间工程和国铁站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作为沪苏嘉城际铁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嘉兴至枫南市域铁路建设也有新突

破。全国首座连续沉井地下车站——嘉

兴至枫南市域铁路曹庄站，开始进行首

次加压取土下沉。

连续沉井法通过预先在地面预制结

构，再下沉至地下预定位置完成地下车

站建造。对比传统地下车站，具有减少

原材料用量和弃渣量、降低造价、提高施

工效率等优势。同时，依托数字孪生技

术，构建施工全过程的数字化映射模型，

对施工过程、质量安全进行实时分析和

精准预测。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交通先行带动区域互联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