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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新时代防震减灾科普的新路子
刘晓岚

量子计算机对世界的改变 《聊聊疾病聊聊天》

【德】赫尔曼·黑塞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超级工程建设背后的故事
李钊

《龙腾伶仃洋——深中通道建设纪实》，李春雷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我国地震多、强度大、分布广、灾害
重，广泛深入地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工作，
提升公众防震减灾科学素养和应急避险
能力，是提高全社会抵御地震灾害综合能
力、减轻地震灾害损失的重要途径。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地震科
学研究和普及工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积
极贡献。

但当前，防震减灾科普工作所面临的
环境和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随
着国内外各类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
等应急突发事件的多发频发，公众对安
全的需求日益增长、更加多元；另一方
面，随着人工智能、全媒体等技术的飞速
发展，科学传播体系不断革新，如何推进
地震科普转型升级，构建与新时代相适
应的新模式，更好顺应时代之需、满足公
众所盼，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此大背景下，天津市地震局王萍等
人的新作《全域科普背景下天津防震减灾
科普发展研究》，围绕“全领域行动、全地
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理

念，对“防震减灾+全域科普”这一新模式开
展了深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温志强教授评
价此书为防震减灾科普转型升级的一次有
益探索。

防震减灾科普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每一个人都是地震
科普的“受益者”，更应当是“参与者”。实现
“防震减灾+全域科普”的核心关键，在于如

何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全社会合力。该书
围绕树立“大科普”理念、构建“大科普”格
局，提出了健全防震减灾科普的社会化主体、
建立防震减灾科普产业制度体系、完善防震
减灾科普服务标准等一系列前瞻性建议。同
时，本书以天津为例，深入考察了天津防震减
灾科普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的发展历
程，对当前的组织架构、任务分工、工作成效
等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地方性表象深入探
讨了我国防震减灾科普工作向大科普发展的
必然趋势和发展途径，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
思考，又有针对具体问题的实践分析。

同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作斗争，是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在
长期抗争中，经过不断积累、不断丰富、不断
延伸，形成了我国独特的防震减灾文化。在
精神层面上，我们形成了“居安思危，思则有

备，有备无患”的防范思维，凝聚了“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
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在行为
层面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老百姓在建筑
抗震隔震、震后应急避险等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独门配方”，这些都为我们开展新时代科
普提供了营养和力量。本书对防震减灾文化
的内涵、特性和功能以及文化建设的理念、内
容和途径开展了系统研究，并基于此提出了
利用科普来构建地震灾害记忆体系、依托文
化来助力科普减灾的观点，为推进防震减灾
科普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借鉴。

推进防震减灾科普转型升级，探索新时
代的新路子，是加快发展我国防震减灾科普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全域科普背景下天
津防震减灾科普发展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行的选择。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以小说闻
名于世，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与散文
家。黑塞的散文记录了他对历史、社
会的观察与思考，也反映了他个人生
活的变迁。《聊聊疾病聊聊天》包括三
辑，收录黑塞对疾病、生命、自然的观
察与思考。

第一辑《温泉疗养客》记叙黑塞因
坐骨神经痛到巴登疗养的故事，被誉为
“黑塞最幽默的作品”。黑塞在书中是
一个高度敏感的患者：在病痛和无聊之
间来回受折磨，被邻居的噪声打扰而心
生怨愤，疗养期间暴饮暴食、无法抗拒
赌博的诱惑，陷入消费主义日常的深深
荒谬。但黑塞相信人性的复杂和一体
性，最堕落的人也可在顷刻间完全复
原，经过疗养，黑塞重新认识了人与疾
病的关系，获得了精神的新生。

第二辑《漫游记》见证了黑塞在阿
尔卑斯山一带河谷漫游时的所见所悟，
这里有明媚的阳光、斑斓的山色、质朴
的农舍，黑塞仔细观察一草一木，不仅
获得了身心的和谐统一，个体生命也在
大自然的无限怀抱中领会深深的慰藉。

第三辑《秋日人生》记录了黑塞在
瑞士山谷与湖泊间漫游、迁居、与朋友
交游的经历，表现出作者对时间、友谊、
信仰、生命本质的洞察。

《全域科普背景下天津防震减灾科普发展研究》，王萍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找翅膀的人》

燕七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4年5月

力津报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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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里的故事》

【英】詹姆斯·梅修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24年6月

大家 书读

推荐理由：量子计算机之所以被冠以“终极

计算机”称号，是因为它是技术层面带有决定性

意义的一次飞跃，将为我们的经济、社会以及生

活方式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因为意识到这

场革命即将带来深刻影响，所以世界上许多领

头雁公司都选择在这项新技术上斥以巨资，谷

歌、微软、英特尔、IBM、里格蒂计算公司和霍尼

韦尔等都在开发量子计算原型机。

本书是诗人燕七的诗歌精选集，共
160首。她的诗短小，没有复杂的运思，
却能敏锐地捕捉生活中的诗意，朴素、
澄净的文字时不时带来意外，道出事物
与爱的秘密，直指人心，具有温暖、惊讶
的打击力。其成名作被称为“小红书百
万人追读的治愈诗集”。老树画画曾称
赞燕七的诗：“清简，质实，明净，了无尘
世的阴暗和心机。”翻译家李以亮认为
燕七是他“今年最大的发现。……我当
然认为她具有奇特的天赋，天赋的诗
性，这种诗性是古老的，而非流行的。”

当你走进音乐厅，聆听一场交响
乐之前，不妨先翻翻这本书，它会告诉
你，你将听到的这场交响乐正在讲述
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一些激发
音乐家创作灵感的故事，这些奇妙的故
事有的出自各国知名作家之手，有的来
自对古代传说的记忆。在书中，你会遇
到非同凡响、不可思议的角色：芬兰的幽
灵天鹅，中世纪德国的魔法师学徒，变成
大黄蜂的俄罗斯王子，挪威的山魔王，勇
敢的瑞士英雄威廉·退尔，善讲故事的波
斯王后舍赫拉查德。

作者将古典音乐、艺术和故事融
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
宴。文后还有音乐笔记，你可以在那
里找到更多关于故事和音乐的信息。
读完这本书，相信你一定会听懂交响
乐、爱上交响乐。

《小小浮浪人》

小小著

重庆出版社

2024年6月

一个从未得到家庭庇护的农村女
孩，怎样靠自己的力量扭转命运，完成自
我救赎和阶层跨越？

故事的主人公自幼父母离异，跟随
打零工的父亲，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辗
转流离。初一被迫辍学，做过餐厅服务
员、网吧收银员，摆过煎饼摊，遭遇过由
贫穷和弱小所催生的各种危险和困境。
十八岁时，无意中得到一个陌生人的善
意指点，十年后，她完成了香港理工大学
的硕士学业，并继续读博，还作为交流学
者前往芬兰进行学术交流。她的未来拥
有无限的可能。

十年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
么力量让她冲破原生家庭的泥沼，从黑
暗的地下向阳生长？是什么力量让她抱
着碾碎命运的决心，实现自己的飞跃式
成长？

惊叹之余，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能从
她的故事中获得不同的精神抚慰。

量子霸权的提出

2012 年，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约翰·
普雷斯基尔首次提出“量子霸权”这一说法，
那时许多科学家都不认同。他们认为，量子
计算机想要超越数字计算机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短则几十年，长则可能几个世纪。毕
竟，在单个原子而不是在硅片上完成计算，
在科学家看来技术上是极难实现的。哪怕
是最轻微的振动或噪声都会扰乱量子计算
机中原子的精细工作。但截至目前，一系列
关于量子霸权的惊人声明，都粉碎了当年反
对者的悲观预测。当下，人们只关注这个领
域到底发展到了哪里，而不再怀疑它是否有
发展的潜力。

该领域中不断发布的卓越成就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和震动，甚至惊动了各国政界以及绝
密情报机构。一些告密者提供的资料表明，美
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都在密切关
注该领域的发展。这是因为量子计算机的功
能非常强大，原则上，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
破解所有已知的网络代码。这就意味着，政府
精心保护的秘密，即便是视若珍宝的极端敏感
信息，也都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企业或个人的
机密就更不用说了。意识到情况的紧迫性之
后，负责制定国家政策和标准的美国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院（NIST）最近发布了指导方针，
主动帮助大公司和机构制订计划，使它们能够
更平稳地过渡到这个可能无法避免的新时
代。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宣称，预计到
2029年，量子计算机能破解128位AES（高级
加密标准）加密，而这也是当前许多公司正在
使用的加密算法。

在《福布斯》杂志上，阿里·埃尔·卡法拉尼

撰文指出：“对任何需要保护敏感信息的机构
而言，这都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
中国已经在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投

入了 100亿美元，目标就是成为这一至关重
要、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各国花
费数百亿美元甚至更多，来小心翼翼地保护
这些密码。有了量子计算机之后，黑客就有
能力闯入地球上任何一台数字计算机，从而
扰乱工业运转甚至军事行动。所有敏感信息
都将有机会被提供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一旦
量子计算机闯入华尔街的密室，则可能引发
金融市场动荡。当然，量子计算机还可能解
锁区块链，严重破坏比特币市场。据德勤的
估计，大约 25%的比特币有可能受到量子计
算机的黑客攻击。
数据软件信息技术公司CB Insights在一份

报告中总结：“那些运行区块链项目的人可能正
密切关注量子计算的每一个进步。”

因此，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的经济世界
实际上正处于危险之中。华尔街的银行会使
用数字计算机来跟踪数十亿美元大体量的交
易。工程师则用数字计算机设计着摩天大
楼、桥梁和火箭。艺术家也在通过数字计算
机来完成好莱坞大片的动画制作。制药公司
会使用数字计算机来开发下一种特效药。孩
子也通过使用数字计算机，和朋友一起玩最
新的电子游戏。至关重要的是，如今我们严
重依赖手机来获取朋友、同事和亲人发来的
即时消息，恐怕大家都有过因找不到手机而
陷入恐慌的经历。事实上，当前人类的生活
很难不依赖数字计算机。人类是如此依赖数
字计算机，以至于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数字计
算机突然停止工作了，那么人类文明也就陷
入混乱了。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如此密切地
关注量子计算机发展。

它们为何如此强大

是什么让量子计算机如此强大，以至于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迫不及待地想掌握这项新
技术？

从本质上讲，所有近现代计算机都是基于
数字信息技术的，均采用一系列0和1的组合进
行编码。信息的最小单位，即单个数字，被称
为“位”。将0和1的序列输入数字处理器，随后
数字处理器就开始进行计算，计算出结果后再
输出。例如，你的互联网连接速度可以用每秒
的比特数（缩写为bps）来衡量，所以1G带宽就
是指每秒有10亿多个字节被发送到你的电脑，
因此你可以比较流畅地实时访问电影、电子邮
件、文档等。
然而，1959年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观

察到了一种不同的数字信息方法。在一次名为
《底部有足够的空间》的颇具预言性、开创性的演
讲，以及后来发表的论文中，费曼都曾提问：“为
什么不考虑用原子状态取代0和1序列从而制造
出一台原子计算机呢？为什么不用尽可能小的
物质——原子去代替晶体管呢？”

原子就像一个一直旋转的陀螺。在磁场
中，它们的位置是相对更加灵活的，可以顺应磁
场产生向上或向下排列，以此来对应于0或1的
排列。数字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与计算机中的位
数（0或1）直接相关。

但亚原子世界的规则是不稳定的，因为原
子可能旋转到两者的任意组合当中。例如，可
能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原子有10%的时间是自
旋向上的、90%的时间是自旋向下的，或者有
65%的时间是自旋向上的、35%的时间是自旋向
下的。事实上，原子自旋的这种规则可能导致
无数种状态，从而大大增加了去描述更多数量

的各种状态的可能性。因此，原子表现出能够携
带更多信息的属性，这时基本单位也不再是一个
比特，而是一个量子位，即同步实现向上和向下的
不同组合。数字算法下的比特单位，每次只能携
带一位信息，从而限制了它们的能力。对比之下，
量子位的能力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在
原子水平上，某一个物质往往可以实现同时以多
种不同状态存在，这被称为“量子叠加”。（这就意
味着，常见的通用定律在原子水平上不再适用。
因为在原子这个特殊维度上，原子中的电子甚至
可以同时在两个不同状态下存在，而大型物体是
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它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
个不同地方。）
此外，这些量子位之间还可以相互作用，而这

对于普通的比特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这种量子位
之间的相互作用叫做“量子纠缠”。与每一个比特
都是处于相对独立的存在状态有所不同，每当增
加一个新的量子位时，这个量子位都会与之前的
所有量子位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使原来的量子位
之间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次数直接增加一倍。也
正因有这样的内在属性，量子计算机天生就比数
字计算机强大得多，因为每增加一个额外量子位，
交互次数就会翻倍。

举个例子，当下的量子计算机已经可以拥有
100多个量子位。这就意味着，这些量子计算机
的计算能力相当于那些只拥有一个量子位的超级
计算机的2100倍。
谷歌的Sycamore量子计算机就是全球第一台

实现量子霸权的计算机，其拥有的53个量子位能
够处理720亿吉字节内存。因此，在Sycamore这样
的量子计算机面前，任何传统计算机都相形见绌。

无论是对商业还是对科学来说，量子计算机
的强大计算能力带来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当我
们从数字经济的世界过渡到量子经济的世界时，
更大的风险也将随之而来。

6月30日下午3点，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
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运营。这项集桥、岛、
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通道工程，建设难
度居于世界前列。从2016年12月28日开工
建设，到2024年6月16日工程质量通过交工
验收的“大考”，海上架天路、海中生双岛、海底
筑长城……历时7年的建设过程中，深中通道
创造了太多从无到有的基建奇迹，也留下了
诸多建设者用心血浇筑“湾区巨龙”的建设故
事。著名作家李春雷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

《龙腾伶仃洋——深中通道建设纪实》全景式记
述了深中通道从发轫到梦想成真的历史进程，
以及这一凝聚中国智慧、改变湾区交通格局的
超级工程非凡的建设过程。作者用精湛形象的
文字还原宏大的建设场景，用真实细腻的描写
摹画出建设者的群体形象，深情讲述代表中国
非凡基建实力的时代故事。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灵魂，一部优秀的纪实

作品通过真实的故事来反映时代足迹和社会
生活的发展与变化，在给予我们真挚和深刻情
感体验的同时，也唤醒我们对当下社会和时代
的深刻思考。“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在该
书《后记》中，作者回顾了深入深中通道建设工
地采访，积累大量一线素材，然后“站在人类文
明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度书写项目建设中的
英雄谱和多元现实意义”的创作经历，正是这
份超卓的眼界、清醒的认识和自主的理解，让
他看到和记录了深中通道建设过程中的真实
故事，并客观地判断和认识这项超级工程的价

值和意义。作者虽然将笔墨集中于深中通道
的建设过程，但漫长的时间链条贯穿于全文，从
千年前文天祥面对惊涛骇浪时发出的千古慨叹
到孙中山远离家乡探险异域时心生感喟，笔墨
不多，却真实地串联起历史与当下，描绘出动荡
时代的有识之士，试图征服茫茫大海、实现富国
强民的理想和雄心，将历史时近时远的景深巧
妙构造出来。当时间奔腾千百年后，穿越地理
阻隔，龙腾伶仃洋的梦想方才成为现实，隐藏在
真实故事中间的今人与史事、今事与故人，于对
比和延伸中进行的精神对话，搭建起极具温度、
更富张力的文本立体感和纵深感。
大时代背景下，每一个小人物都用他们的

人生谱写着属于他们的剧本，而千万个的剧本
组成了这个时代的序曲，而纪实文学的使命，
就是真实记录时代里最闪亮、最动人的小浪
花。作者深入采访了工程设计者、项目管理
者、施工建设者、后勤保障者等多位亲历工程
建设的关键人物，真实细腻还原工程建设过程

中怀有匠心和使命的普通建设者，迎难而上，
克服工程管理、建设技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挑战，不断创造出跨越伶仃洋的工程奇迹。建
设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需要将体量庞大的钢圆
筒精确振沉至深海中的预设位置，难度极大，
作者“紧跟”该项目生产管理部部长王刚的脚
步，目睹工程师们创新采用十二锤联动锤组，
让直径 28米、十几层楼高的钢圆筒精准“入
位”。而在海底隧道建设过程中，隧道管节的
沉放安装不容有丝毫偏差，工程师锁旭宏在大
量测试和科学分析的前提下，果断将司南导航
北斗系统的数据作为首选，实现七节沉管近乎
零偏差完成严丝合缝的对接，创造了世界纪
录。除了在工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工程师们，
普通建设者的故事也十分感人，来自大凉山的
彝族小伙里沙和他的工友们，在伶仃洋大桥主
缆建设工作中，他们登上落差达 165米的高
空，用勇敢、智慧、坚韧、汗水，成就着超级工
程。像这样有滋有味的细节、有血有肉的人物
散落在书中，如一条条筋骨架构起这个时代真
正的“脊梁”。

对大湾区而言，深中通道解锁的不只是时
间，更是湾区城市间全方位的融合。而于我们
来说，该书打开的不只是观察超级工程建设的
窗口，更是融入当下最精彩的中国故事，感受伟
大时代和大国匠心的精神通道。

资本竞争似乎比技术竞争更激烈，华尔街对量子计算领域

的初创公司给予了很高估值。各国政府也纷纷投入资金，加速

量子技术方面的研究。汽车制造商、医学研究人员和咨询公司

都押注于量子计算，以设计更高效的车辆，创造拯救生命的新

药等。但这仅仅是开始。人类面临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被量子

计算机解决。加来道雄博士毕生致力于量子理论研究，他以其

标志性的清晰和热情，讲述了这个令人兴奋的科学前沿，以及激

动人心的争夺人类未来的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