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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

悉，5月15日，我国首个液体火箭发动

机垂直高空模拟试验台考台点火试验取

得圆满成功，标志着试验台完全建成并

具备试验能力，将为我国载人月球探测

工程提供重要保障条件和技术支持。

该试验台具备全程主动引射能

力，整体综合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可实现发动机在千帕级以下真空

工作环境中持续千秒高空模拟试验能

力，极大提升了我国航天氢氧发动机

试验能力和水平，将为我国长征十号

运载火箭氢氧发动机的研制提供重要

试验保障条件。

据了解，项目团队通过缩比试验验

证、数字化仿真、试验工艺流程再造等

手段，实现试验系统实时健康诊断、试

验流程全数字化管理，确保试验系统可

靠，满足型号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要

求。 （据新华社电记者付瑞霞）

老有所养，需要更多“医靠”。

国家卫生健康委16日公布，目前全

国具备医疗卫生机构资质并进行养老机

构备案的医养结合机构有7800多家，床

位总数达200万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和

养老机构签约合作8.7万对。

与几年前相比，这组数字有了大幅增

长，折射出中国破解老龄化难题的最新实

践。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超2.9

亿，占全国人口21%；预计2035年老年

人口将突破4亿。越来越长寿的同时，老

年人也存在多病共存情况，有关慢性疾病

护理的社会需求日渐加大，一些失能老人

急需科学精准的长期照护。

调查显示，我国90%以上的老年人

选择居家养老。如何守护好“夕阳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

海东说，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医疗卫生

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养老机构依法依规开

展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

区和家庭4种相对成熟的服务模式。

从专门绘出政策蓝图，到财税、土地、

医保等支持多管齐下，再到引才育才、开展

试点示范，医养结合正在进入发展快车道。

——“养”的途径更多元。在部分示

范地区，实现了“居家医养、医护巡诊”，有

的地方家庭医生和养老护理员上门为老

年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生活照料等叠

加服务。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也在增

设老年养护床位，开展“互联网+护理服

务”、上门护理服务，不断提升养老供给。

——一张“床”安放更稳。在浙江嘉

善，家庭病床、家庭养老床位逐步融合，建

床费等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更多省份制

定税费、投融资、用地等优惠政策，通过社

会力量办起了医养结合机构，达5500多

家，占比超过70%。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试点持续推进，为部分失能老人“兜底”。

——“医”的力量更壮大。让老年人

有“医靠”，离不开专业护理人员。在山东

这个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全省231所院

校开设了医养类专业，医养类相关专业在

校生达到33万人。

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增设“医

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全国开展医养结合

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累计培训10万

多名医养结合从业人员……

让老年人安享更加健康幸福的晚年，

是一家之事，也是一国之事。

服务打通“最后一米”，基础设施和护

理人员补齐“缺口”，配套政策进一步激发

社会“活水”，医养结合将稳稳托起健康

“夕阳红”。（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董瑞丰、徐鹏航）

据新华社合肥5月15日电（记者
徐海涛、戴威）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获悉，该校潘建伟、包小辉、张强等

人近期首次采用单光子干涉在独立存储

节点间建立纠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

国际首个基于纠缠的城域三节点量子网

络。该研究使得现实量子纠缠网络的距

离由以往的几十米整整提升了三个数量

级至几十公里，为后续开展盲量子计

算、分布式量子计算、量子增强长基线

干涉等量子网络应用奠定了科学与技术

基础。5月15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发表了该成果。

通过量子态的远程传输来构建量子

网络是大尺度量子信息处理的基本要

素。基于量子网络，可以实现广域量子

密钥分发以及分布式量子计算和量子传

感，构成未来“量子互联网”的技术基础。

为在远距离分离的独立量子存储器

间建立纠缠，主要挑战在于如何控制单

光子相位。近期，潘建伟团队设计并发

展了一套非常精巧的相位控制方案：首

先通过超稳腔稳频来压制控制激光线

宽，其次通过光锁相环来构建读写激光

间的相位关联，最后通过远程分时相位

比对来构建两节点间的相位关联。采用

以上相位控制技术，并利用量子频率转

换，团队成功实现了相距十几千米远的

量子存储器之间的纠缠。以此为基础，

他们构建了国际上首个城域三节点量子

纠缠网络，该网络可以在任意两个量子

存储器节点间建立纠缠。

这项研究使得现实量子纠缠网络的

距离由几十米提升至几十公里，为后续

开展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

等量子网络应用奠定基础。

我国首个液体火箭发动机
垂直高空模拟试验台完成考台

我国首个液体火箭发动机垂直高空模拟试验台。（据新华网）

将为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提供重要保障条件和技术支持

200万张床位！医养结合更好守护“夕阳红”

我国科研人员
在高维度光场
探测领域取得进展

据新华社长春5月16日电（记者
孟含琪）记者16日从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了解到，

该所科研团队在高维度光场探测领

域的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望在工

业检测、宇宙天体观测、气象灾害预

警等领域发挥作用。该成果在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刊发。

对光谱与偏振的探测可以揭示

物体的物质组成和表面形貌等信息，

在光通信、遥感、工业检测、医疗诊

断、化学分析、环境保护等领域具有

巨大应用价值。从探测方法来看，现

有偏振和光谱探测器需要通过采集

多个时间或多个空间的信息来提高

探测能力。

为了让探测器达到更高效率、更

低成本、更优指标，长春光机所研究

员李炜带领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

首次利用单个器件通过单次测量，对

宽带光谱范围内具有任意变化的偏

振和强度的高维度光场进行了全面

表征，在高维度光场信息探测这一领

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突破性

成果为超紧凑、高维度的信息探测和

成像探测开辟了新途径，有望在工业

产品精细缺陷检测、宇宙中新天体发

现、提高对气象灾害预警准确率等诸

多光学探测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几十米提升至几十公里
中国科学家构建国际首个基于纠缠的城域量子网络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魏
梦佳）暴龙超科是一类体型差异较大的

掠食性兽脚类恐龙，是白垩纪中晚期的

优势类群，霸王龙就是其中的重要成

员。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

《白垩纪研究》发表一项研究成果，将

此前在广东省三水盆地发现的一批晚白

垩世的大型兽脚类恐龙牙齿归入暴龙超

科。研究人员称，这是三水盆地大型兽

脚类的首次发现，也是截至目前我国发

现的地理位置最南端的暴龙超科化石。

此项研究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邢立达课题组联合广东省四会市博物

馆、中山大学以及广东中大深地科学研

究院等机构团队共同完成的。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介绍，广东是

中国白垩纪各种化石的重要产区，其中

恐龙化石主要发现于广东的南雄盆地和

河源地区，而三水盆地的恐龙化石记录

很少。此次发现的化石为4枚牙齿，时

代为晚白垩世最晚期，距今约7000万到

6600万年前。

邢立达说，暴龙超科的物种体型差

异较大，全长可超过12米的晚白垩世霸

王龙是其中体型最大，也是最著名的物

种。根据此次发现的牙齿化石保守估

计，牙齿主人的体长约5至6米或者更大

一些的个体。

研究人员介绍，此次发现的牙齿中

有3枚发现于四会市，牙齿相对完整，牙

冠长度均超过6厘米，另外一枚发现于

广州市，为3.3厘米长的牙齿碎片。

“本次发现的暴龙超科牙齿和它们

组成了一个恐龙生物群，说明在白垩纪

末期的大绝灭前，恐龙生物群在我国华

南地区很可能还相当繁荣。”邢立达说。

我国科学家发现中国最南端暴龙超科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