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海军护卫舰停靠新加坡
12天，其间新德两国海军将进行
双边演习和深入交流，包括联合
呈献音乐会。

德国海军护卫舰巴登—符腾
堡号（FGS Baden-Württemberg）
及补给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GS Frankfurt am Main）今年
6月至11月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出巡，10月2日至14日在我国停
靠。

新德海军也举行了双边演
习，并进行深入交流。德国驻新
加坡大使馆说，新加坡是德国在
东南亚的重要安全伙伴。“两国
都大力提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两国武装部队通过联合军事
演习和定期高层交流，维持双边
军事合作。”

我国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
上星期三（10月2日）颁发功
绩奖章给德国海军总长卡克中

将（Vice Admiral Jan Christian
Kaack），以肯定他在加强两国
海军关系上做出的贡献。

国防部说，在我国长胜级潜
艇发展项目中，卡克中将的支持
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加强新德两
国在潜艇训练和作战合作方面奠
定基础。两国海军也因此得以通
过定期的交流、对话和专业计
划，加深防务关系。

配合10月3日的德国统一
日，受邀代表星期四（3日）登
上巴登—符腾堡号上，参加招待
会。

此外，德国威廉港海军乐队
和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乐队在星期
六（5日）和星期天（6日），分
别在杨秀桃音乐学院演奏厅和滨
海外艺术中心户外剧场，呈献两
场联合演出。有别于传统军乐队
庄重严谨的演奏，本次演出的曲
目新颖，包括泰勒丝的金曲等多
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让公众大饱
耳福。

30岁软件工程师突然罹患罕
见肝病，腹部在短短两星期内积
累大量腹水，肿胀如临盆的孕
妇。在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中，
四个不同科系的专科医生联手抢
救，他最终保住肝脏，体重减了
超过20公斤。

患上罕见肝病的是白家俊
（30岁），他的父亲白友和（64
岁，小贩）受访时告诉《联合早
报》，儿子向来健康，但今年4
月腹部突然鼓起，家人本以为他

发胖没多注意，不料腹部越来越
肿，短短两星期变得“大到好像
怀胎九个月，又圆又硬”。

“家俊的家庭医生也解释不
了，他说他行医40多年不曾见过
这样的情况，建议我们到医院进
一步检查。”

白家俊因此到国大医院急诊
部求诊，被怀疑患有严重肝病，
随后立即住院留医。

白友和说，儿子不烟不酒，
生活作息健康，也没有家族病
史，染上肝病让他们一家费解。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白家

俊被确诊患上布加氏综合征
（Budd-Chiari Syndrome）的罕见
肝病，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白友和说，住院期间，医生
从儿子的颈项和肋骨处取出活体
组织检查，每天重复抽出腹部积
水，其间儿子还因内出血得做胃
镜检查肠胃，使用抗凝血剂，肝
脏里还植入支架确保静脉通畅。

一个月过去，白家俊的体重
下降20多公斤，父亲心疼不已，
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好做父亲的责
任而感到内疚。

白友和经营小贩生意，儿子
生病后无心营业，经常上网搜查
与布加氏综合征相关的资料。

白家俊的主治医生是国大医
院肠胃与肝脏科高级顾问医生刘

陶政客座副教授。刘陶政在接受
《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布加氏综
合征的全球年发病率约为百万分
之一，国大医院在过去五年到10
年里处理的案例不超过15起。

参与治疗的介入性放射学科
高级顾问医生卡玛吉特（Kamarjit
Singh Mangat）则说，他本身在国
大医院担任肝胆介入放射科医生
10年里，只遇过两三例。“我早
前在英国伯明翰一家拥有世界最
大肝脏科团队的医院工作时，每
年也才处理约25起。”

可导致肝静脉阻塞疾病
刘陶政说：“这个疾病罕

见，是因为它能导致肝静脉阻
塞的疾病，如血液疾病、凝血异

常和一些较为罕见的感染。要知
道，肝脏的静脉系统较强健，只
有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才会引起
阻塞。造成这个疾病的主要原因
是遗传性血栓性疾病，这并不常
见。”

他补充说，布加氏综合征的
常见症状包括腹痛、肝脏肿大、
腹腔积液、黄疸，以及由于门静
脉高压引起的消化道出血；而症
状表现急性或慢性都有可能。

“这名患者（白家俊）突然
发病，可能与潜在、未被诊断出
的JAK2基因突变基础上，发生了
急性血栓有关。”

刘陶政说，有鉴于布加氏综
合症的罕见和复杂性，由国大医
院至少四个科系的医生或专家组

成的医生团队，联手对白家俊进
行治疗。医生为病患植入支架，
确保他静脉畅通，同时持续控
制腹腔积液和门静脉高压等并发
症。

“诸如支架植入以保持静
脉畅通的手术的技术含量高，
控制并发症也需要细致的监控和
治疗，这些都给治疗带来了挑
战。”

白友和说，儿子5月出院后曾
因流血不止而挂了几次急诊，如
今他每隔两三个星期还得回医院
检查，但至少医生已表示现阶段
不须要肝移植，让他暂时放下心
头大石。“我也想借此机会，感
谢国大医院医生团队对家俊的照
顾。”

软件工程师腹肿如临盆 原来患罕见肝病
国大医院肠胃与肝脏科高级顾问医生刘陶政客座副教授说，这
个名为布加氏综合征的肝病，全球年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一，
国大医院在过去五年到10年里处理的案例不超过15起。

郭跃男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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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多年的努力，本地科
学家研制出一套利用量子技术精
确测量地热资源的方法，并用类
似原理开发不依靠卫星和全球定
位系统的新型导航技术。

量子科技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南洋理工大学物理学家杜姆
克（Rainer Dumke）副教授，最
近向《联合早报》记者展示他带
领的科研团队最新研制的量子重
力仪（quantum gravimeter）。科
学家可用它记录精确到10亿分之
一的地球引力变化，再用捕捉到
的“微乎其微”变化确定地热位
置。

新加坡天然资源有限，能源
市场管理局早在去年9月启动提
案征集，以评估本地深层地热能
的潜力，探索深度可达10公里，
目标是用于发电。

杜姆克曾在出过30多位诺贝
尔奖得主的德国马克思普朗克
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工
作，2006年来新加坡发展，一待
就是18年。在南大实验室内，他
向记者解释，当渗入地壳断层中
的水分与地下热岩石“相遇”，
便会产生温泉和地热，而这一
“地下奇缘”却可通过地表引力
“看”得更清楚。

“我们的量子重力仪可以
‘感受到’再小不过的引力变
化，从而精准地确定地下热能的
位置，为开发热能资源提高效
率，节约成本。”

杜姆克所说的这座量子重力
仪伫立在实验室的中央，外形相
当于一个大冰箱，透过里头成百
上千根电线，他告诉记者，“冰
箱”的下半部分是一个超级制冷
设备，可达接近理论上的最低温
度，即零下273摄氏度。在这种
极端条件下，组成物质的原子不
再像人们熟悉的“颗粒状”，而
更多地表现出类似声音的“波动
状”。

杜姆克介绍，研究团队用一
种特殊原子的聚合体，让它在极

端低温下转换为“波状团”，然
后让这些波状原子在冷却设备上
的一个圆柱形真空器皿里做类似
“喷泉”的上下运动，并在激光
的作用下，记录下这些原子的运
动轨迹。

由于再细微的引力变化也会
影响原子的运动轨迹，科研人员
通过轨迹的不同来判断设备所处
位置下方的细微引力变化。

“运用量子重力仪进行地热
勘探，有点像外科医生在为病患
动手术前用核磁共振（MRI）‘看
到’病患身体内部的情况，这既
能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又能缩小
手术范围，减少对病患的影响。”

过去两年，杜姆克带领他的
五人科研团队在距离三巴旺温泉
公园约四公里处的野外区域和一

处南部岛屿，分别试用这台设备
检测地下热能。他认为，研究团
队已有能力对我国的地下特征进
行系统性勘探，通过引力测绘方
式来揭示地热资源。

导航器雏形有望明年建成
除了地热勘察，杜姆克团队

还利用量子重力仪的技术原理，
研发一种可结合地图，不依靠卫
星就能为船只精确导航的技术。
根据计划，量子导航器的雏形有
望于明年内建成。

杜姆克团队负责的这些项
目，也是我国今年5月出台的全
国量子策略（National Quantum
Strategy）的重要部分。该策略
为期五年，由国立研究基金会旗
下的“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

划”资助接近3亿元，这也是继
2007年我国投入4亿元展开量子研
究后在该领域的又一重大投入。

国家量子署执行署长林克丹
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
出，包括量子重力仪项目在内的
多项量子科技基础研究、应用项
目目前进展顺利。同时，本地科
研人员正在使用不止一个前沿方
法，力争在未来五年内研制出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量子处理器，
这是量子计算的“神经中枢”，
也是量子策略的核心任务之一。

他说：“新加坡对于量子科
技的投入20多年前就开始了，通
过全国量子策略，我们致力于建
立起一个不断发展的量子产业、
研发生态系统，为国家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本地研发以量子技术测量地热 还可做到无卫星导航
张俊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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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护卫舰停靠我国12天
两国海军进行演习交流

新德两军乐队在滨海湾艺术中心户外剧场联合演出，曲目包括泰勒丝的
金曲等。（张俊杰摄）

南大物理学家杜姆克副教授（右）和研究员李凯胜商讨利用量子重力仪，记录精确到10亿分之一的地球引力变化，再用捕捉到的“微乎其微”变
化为我国勘探地热资源。（谢智扬摄）

专家：我国量子科技水平不逊于中美
美国、中国等相继推出新

一代量子计算机，但新加坡完
全有可能在这个新兴科技领域
做得和它们一样，甚至更好。

量子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拉
托雷（Jose Ignacio Latorre）教
授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
指出，量子计算技术整体尚未
成熟，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
或企业已成为绝对领跑者，新
加坡的量子科技水平丝毫不逊
色于他国，现在评定孰优孰劣
还为时尚早。

他说：“尽管美国国际商
业机器公司（IBM）花重金打
造超导量子计算技术，由于不
同类型的量子技术正在世界各
地齐头并进地发展，我们现在
并不能说IBM的量子电脑是世
界上最棒的。”

普通电脑使用的芯片以传
统二进制运算，并使用电子传
递信息，就好像一个硬币，不
是正面就是反面，运算能力受
到限制；而量子芯片的原理，
好比把硬币抛向空中，它在空

中呈现的多种姿态都能成为独
立的运算模式，这让计算能力
呈数倍扩大。

去年10月，中国科学家宣布
成功构建量子计算原型机“九
章三号”，号称它在求解一些高
难数学问题的速度，比目前全
球最快的超级电脑快1亿亿倍；
去年12月，IBM推出新型量子
芯片及量子系统二号（Quantum
System Two）计算机，IBM研究
院院长吉尔（Dario Gil）教授对
媒体说，这类计算机在未来的
整体功效将远超10亿台目前超
级电脑的速度总和。

IBM主要采用的技术叫超
导量子计算，即用类似宇宙最
低温度来实现特殊的量子效应
以达到计算目的。

《联合早报》记者在量子
科技研究中心位于新加坡国立
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看到了
超导量子计算的冷却设备已准
备就位，它像一个多层水晶吊
灯，通过层层冷却达到接近零
下273度，这也是理论上的最

低温度。然而，在另一个实验
室，另一组科学家正在实验一
种通过对单个原子进行控制实
现量子计算的方法。

除此以外，本地还在尝试用
中性原子阵列等方式进行量子
计算。国家量子署执行署长林
克丹认为，这些不同方法可达到
“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目的。

量子科技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7年，设立在国大，工作人
员数量从当时不到20人，增长
到目前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多人。

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大计算
机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
里本乔斯特（Patrick Rebentrost）
告诉记者，中心还在研究用传统
中央处理器（CPU）、图形处理
器（GPU），以及新型量子处理
器（QPU）相结合的混合计算模
式，让不同器件“各施所长”。

他说：“对于网络浏览和
表格软件，一般的CPU已绰绰
有余，而QPU将用于计算难度
更高的任务。”

国大医院四科系医生抢救保肝脏

李思邈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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