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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晓春教授评量子计算机等之殇（2）（摘录《量子计算机是当代永动机》等） 
 

梅晓春（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所长） 
 

Recommenses: 王德奎 (Wang Dekui), y-tx@163.com  
 

Abstract: 摘要：梅晓春教授，目前是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所长；办有《原创物理研究论文网》。他有在福

建师大物理系和北大物理系等高校游学多年的经历，和长期从事物理学基础问题研究的能力。但他涉及的量

子力学、量子场论、粒子物理学、非线性物理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时空引力理论与宇宙论等学科，以

及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多篇基础物理学的论文的整个研究活动，大部分是以挑战西方科学界主流认知，到国

内前沿基础科学王贻芳、潘建伟等院士“跟跑”、“并跑”和“领跑”的实践工作，为其显著特点的----这

种背道而驰，与国际科学界主流走过 1869年门捷列夫研究的元素周期表 150周年的实践，和走过 1919年卡

鲁扎研究的五维及后弦物理 100周年的实践，不是走到尽头，而是与时俱进，都已一齐走进了拓扑物理学量

子色动化学-超弦理论人工智能“量霸”的广阔天地不同。因为他从 2018 年-2019 年以来，寄过不少写的文

章和选的材料，学习之余，感到梅晓春现象不是孤立的，则摘录编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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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7537/marsaaj1104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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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量子计算机是当代永动机----兼评郭光灿院

士在深圳高新技术论坛上的报告》编辑） 

看完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郭

光灿院士，在深圳高交会高新技术论坛上发表演讲

的报道，本人高度赞扬，并要进行必要评论：量子

计算机违背自然界的基本原则和事物的基本逻辑，

类似于永动机是根本造不出来的----郭光灿院士的

报告就有三个关注点： 

批评潘建伟院士等将量子信息论鬼神化 

郭光灿不点名地批评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

伟院士等人，认为将量子力学鬼神化的言论是----

量子信息学与超自然现象无关（这有什么错）----

潘建伟津津乐道：什么灵魂呀，宗教呀，鬼神呀，

与量子纠缠无关。量子力学可以实现人体瞬间隔空

传输，比如将他本人瞬间，从合肥传送到北京。郭

光灿说：不应当把自然界中搞不清楚的东西，归结

于量子纠缠----“量子信息作为科学，不允许有这样

的现象发生，这是把科学幻想和神话，当成科学知

识传播”。 

给量子计算机热泼冷水 

郭光灿说：量子计算机理论上可以解决，但技

术上很难实现----实现量子霸权，至少需要 10 万个

物理量子比特，而不是 50个量子比特。这种数量级

的巨大差异，为量子计算机热泼一大盆冷水，让某

些量子技术牛皮专家，原形毕露----量子计算机研究

领域，自欺欺人，胡言乱语----疯热病需要退烧。 

 用经典比特模拟量子比特 

郭光灿说出量子计算机行业的最高机密----由

于量子逻辑比特实际上做不出来，就用经典比特模

拟量子比特。 

经典比特没有指数加速计算功能，量子逻辑比

特才有指数加速计算功能----因此现有的量子计算

机，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机，而是量子模

拟机。比如谷歌的 72量子比特计算机，是用宏观经

典电路模拟量子算法，与微观量子力学实际上没有

关系。 

郭光灿报告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国内学术界

开始认识到量子计算机的神话难圆。但对量子计算

机仍然抱有幻想，鉴于此，笔者再次重申：量子计

算机的指数加速功能，永远无法实现----理由是量子

计算机建立在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错误解释

的基础上。 

该解释认为，微观粒子在任意时刻可以处于两

个不同的状态（叠加态），用微观粒子做成的量子

计算机，就具有指数加速功能----这种看法，纯属对

量子力学和几率概念的误解（看来梅晓春教授是个

文革前反哥本哈根学派的遗老遗少，坚持“以苏解

马”哲学旗帜）。量子计算机是不可能造出来的，

现在所谓的量子计算机品种五花八门，大致可以分

为两种：一种是用经典电路来模拟量子算法，比如

谷歌的 72量子比特计算机，与量子力学和微观粒子

完全无关。另外一种是利用原子离子的某些性质，

对原子离子进行操控的计算机，称为原子计算机更

合适。其本质是用所谓的量子纠缠态，来代替量子

叠加态，是量子力学基本概念混淆的产物。这两种

计算机都没有指数加速计算的功能，都不是真正的

量子计算机。 

郭光灿说的第一个问题，本人在“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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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今有支持文章：《量子力学无神秘，大神们请走

开----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不

容颠覆》。21世纪科学昌明，中国居然有潘建伟如

此多的科学院院士、名牌大学的正副校长，相信灵

魂不灭、装神弄鬼、扮演现代崂山道士，鼓吹穿墙

过壁，为通灵巫术站台，真是极其无聊，极其可悲

（这是对我国的胡言乱语）。只有郭光灿公开站出

来批评这种言论，说明他是一个头脑清醒，良知尚

存的学者----尤其是他针对同行同事，敢于公开批

评，说明他有正义感，有担当----我为郭光灿教授叫

好，希望中国科学界以郭光灿为榜样，还科学一片

净土。 

郭光灿说的第二个问题----退相干问题，量子计

算总是出错，需要采用纠错技术和容错技术。需要

大量的量子物理比特，使计算结果能够正确----为了

维持一个量子逻辑比特的生存和工作，需要几百上

千的量子物理比特与之配套。假设一台量子通用计

算机有 100个量子逻辑比特，每个量子逻辑比特要

1000 个量子物理比特为它服务，总数就是 10 万个

量子物理比特。 

至于量子物理比特与量子逻辑比特有什么区

别？郭光灿没有说明。它们在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分工不同：一种用来存储和计算，另外一种用

来纠错和服务。可以想象一台量子计算机，要同时

操纵 10万个原子，既要让它们的全体在足够长的时

间内保持相干性，又要使它们按指令同时协调运动，

不发生差错，还能高效工作，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郭光灿也只说对一半：量子计算机真正的困难，

不在于纠错技术和容错技术，不在于控制相干时间，

而在于微观粒子的叠加态实际上无法实现。 

波函数的叠加原理，只是量子力学的一种描述

方法----用于对微观粒子进行统计平均计算，而不是

说一个微观粒子在同一时刻同时处于不同的状态

----自然本性，决定这是不可能性的，不是通过技术

改进就能够克服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不

但误导了物理学和哲学，已经发展到误导技术，对

社会生产造成祸害----郭光灿教授，是一个实干而低

调的人，他是中国量子通讯的开山鼻祖，但他总是

默默耕耘，并不伸张。他告诉世人，对量子计算机

的前景不要过于乐观----他在会上说，他的研究团

队，至今只能做到 3个量子比特。 

IBM 做到 20 个比特，有可能在三五年做出第

一个产品。但是即便做出来了，仍然是一个专用机，

是一个功能很低级的专用机----郭光灿状的判断打

脸的----2017年 5月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

院士和陆朝阳教授等研制的光量子计算机，利用量

子特有的‘叠加状态’，采取并行计算的方式，使计

算速度以指数量级地提升，比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

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快

10 倍至 100 倍”。这种说法骗骗外行人可以，对行

内人来说真是贻笑大方的----潘建伟和陆朝阳的所

谓的量子计算机，不但没有加速计算功能，而且是

根本没有计算功能。它只是一个取样器，用来做数

据搜索和取样的。也就是说这台机器连 1加 1等于

2 也不能计算，更不要说用量子算法做并行计算。

然而潘建伟等却通过媒体大肆宣扬他们的创新成

果，搞得全世界都以为他们做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

绩。 

2017年 10月潘建伟在杭州“云栖大会”上说，

将在明年实现 50量子比特，秒杀全球最强大的超级

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实现全球量子霸权。现在

一年过去了，潘建伟的量子秒杀和全球霸权在哪

里？不顾牛皮吹破天，2018 年 10 月陆朝阳在上海

浦东创新论坛上继续忽悠说，他们将在 2~3年内实

现量子霸权。我们能相信他说的吗？陆朝阳别夸海

口，请他先把他和潘建伟的那个光子计算机是不是

真的量子计算机，有没有指数加速计算功能说清楚！ 

郭光灿说的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他做的三个

量子比特是真的吗？这量子计算机专家回避不了的

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但郭光灿没有说真话，所

有的量子计算机专家都没有说真话。事实上如笔者

所知，不仅郭光灿的实验室，至今为止世界上没有

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做成一个真正的量子比特。量子

计算机专家声称的量子比特，都是滥竽充数，没有

一个是真的。笔者在本文中要重点说的，就是这个

问题----量子计算机专家所能做的，只是操纵了几个

微观粒子，使它们在短时间内处于相干状态。用他

们的行话来说，就是量子纠缠。 

但他们没有做到，使每个微观粒子同时处于不

同的状态，他们在移花接木，偷换概念，用量子纠

缠来代替量子叠加，然后就说实现了量子计算。真

实的情况是，用这些微观粒子组成的系统，可以进

行普通的数值计算，但没有指数加速计算功能，因

此根本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机。事实上，量子计算

机不是理论上可以解决，技术上难以实现，而是理

论上根本不可能，技术上无从谈起。量子计算机是

当代永动机，是天方夜谭，画饼充饥，海市蜃楼，

是水中花，镜中月，人类对它永远可望而不可及。

关于量子计算机不可实现的详细论证，可见本人和

俞平先生的文章《量子计算机的指数加速不可能实

现》、“今日头条”网科普文章《量子计算机之海

市蜃楼》。 

本文简要重述：量子力学建立以来取得巨大的

成就，但对于其数学体系的物理意义，至今没有弄

清楚。量子力学有多种解释，其中正统的哥本哈根

解释是最糟糕的一种。爱因斯坦与波尔争论了几十

年，就是因为爱因斯坦不能接受波尔的哥本哈根解

释。量子力学有五条基本原理，其中的两条是微观



 Academia Arena 2019;11(4)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39 

粒子波函数叠加原理和全同性原理。 

对这两条原理是数学描述，学术界是没有异议

的，但它们的物理图像解释却是众说纷纭。哥本哈

根解释错误地理解这两条原理，给物理学造成灾难

性的影响。全同性原理是用来对微观粒子做统计平

均计算的，却被曲解成量子纠缠，导致物质鬼魅关

联，人体隔空传输的奇谈怪论。对波函数叠加原理

的错误理解，则被用来作为量子计算机的基础。更

明确地说，量子纠缠不是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量子叠加的哥本哈根解释才是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

础。 

按照哥本哈根学派对波函数叠加原理的理解，

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不同的状态。一旦进行

测量，就塌缩到其中的一个态。它被称为波函数的

塌缩理论，是量子力学测量理论的基础。这种说法

是非常怪诞的，它说了也白说，实际上等于什么都

没有说。因为每次测量发现一个粒子总是处于一个

状态，从来都没有发现一个粒子会同时处于两个状

态。凭什么可以认为，在没有测量之前能同时处于

两个状态？哥本哈根解释实际上是对量子力学和几

率概念彻头彻尾的误解，它连什么叫几率都没有搞

清楚（是梅晓春教授没有搞清楚？还是哥本哈根学

派没有搞清楚？梅晓春教授有在福建师大物理系

和北大物理系等高校游学多年的经历，福建师大物

理系和北大物理系等高校搞清楚了吗？得过多少

诺贝尔科学奖？诺贝尔科学奖都是骗子吗？）。 

在数学上所谓的概率，是建立在大量数据统计

平均的基础上。量子力学的原意是，一个微观粒子

可以以几率的形式处于不同的状态。比如氢原子中

的一个电子，它即可以处于基态，也可以处于第一

激发态。如果处于基态的几率是 0.7，处于激发态的

几率是 0.3，就意味着需要进行 10 次观测，7 次发

现电子处于基态，3次处于激发态，10次测量所在

的时刻是不同的。而不是说一个电子在同一时刻以

0.7的几率处于基态，0.3的几率处于第一激发态。

这种说法违背了几率概念原意，它需要电子有分身

术，等于说在某个时刻 0.7个电子处于基态，0.3个

电子处于激发态（环量子自旋的三旋编码，基态几

率证明就有 62种存在，量子计算机是可以存在的，

自然界早就存在了）。 

一个电子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需要吸收一个

光子，涉及到与第二个微观粒子的相互作用和能量

输入（这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郭光灿称

为量子二次化辐射，或称此为“郭光灿辐射”）----

一个电子根本不可能同时即处于基态，又处于激发

态，就像一个人不可以同时即处于楼上，又处于楼

下（因为人没有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但

电子有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物理学实

验从来都没有发现（人有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起伏

原理），微观粒子具有这种分身能力（有类似霍金

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一个微观粒子在磁场中自

旋，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但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即

向上又向下（这是环量子自旋的三旋编码对基本粒

子区别的定义）。要使粒子的自旋从向上变成向下，

需要外磁场改变方向，或对电子施加能量（这类似

霍金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郭光灿称为量子二次化

辐射，或称此为“郭光灿辐射”）。哥本哈根解释

鬼话连篇，说一个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两个不同

的状态（是梅晓春教授游学多年经历的福建师大物

理系和北大物理系等高校，当时没有讲授类似霍金

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郭光灿称为量子二次化辐

射，或称此为“郭光灿辐射”）----任何一个具有正

常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胡说----（人有类似霍

金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然而信仰哥本哈根解释

的量子物理学家，不但把这种鬼话当真，而且把它

用来作为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而且得过诺贝尔

科学奖----气死梅晓春教授，气死“以苏解马”哲学

----前苏联解体，是真正马列主义的胜利，中国的崛

起就是证明）。 

传统的电子计算机采用半导体晶体管，一个晶

体管在任意时刻只能处于一个状态，因此只能存储

一个比特的信息，称为一个经典比特。按照量子计

算机理论，由于一个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两个不

同的状态，就可以用来同时存储两个比特的信息，

称为一个量子比特。正是这种差别，量子计算机被

认为具有加速并行计算的功能，其优越性使传统的

电子计算机相形见绌，量子计算机就能实现量子霸

权----50个晶体管一次只能同时存储 50经典比特的

信息，也就是一句话的容量。而 50个微观粒子的量

子计算机有 50 个量子比特，一次可以同时存储 2

的 50次方经典比特的信息----2的 50次方约等于 1

千万亿，如果是 100个微观粒子构成的量子计算机，

其存贮和计算能力就远远超过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电

子计算机的总和----一旦实现量子霸权，传统计算机

将被远远抛在后面，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量子计算机可以在瞬间破译任何密码，现有

所有的保密通讯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前苏联解体，

是真正马列主义的胜利----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起

伏原理，涉及承认虚数----苏珊·鲍尔的《极简科学

史》书中第一部分第 5章“真空”，开篇说德谟克利

特提出的原子论：“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

成的”。因为伊壁鸠鲁也像德谟克利特一样，解释我

们周遭的物质实体，“并非是由神灵的介入而创造出

来的，而是因为原子在真空中不停地旋转，不时意

外跳跃，它向旁边随意一跃，撞上另一个原子，然

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实体”的。古希腊先哲德

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类似毛主席的“物

质无限可分说”命题中，“极简是对准客户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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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及今天科学主流说的“量子论”，是不可分

割的。但毛主席“留给自己是极其复杂的”那一半，

深度学习的毛泽东，类似马克思大学毕业写研究论

文----关于伊壁鸠鲁的研究，涉及称为“唯心主义”

的“神灵”概念----如果唯心主义说的是具体对象，年

青的马克思也赞成像伊壁鸠鲁，坚持德谟克利特的

“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成的”量子论包括

类似 0、自然数、实数、虚数存在的数论量子论，

去彻底解释。可见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初心----这还

可以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承认虚数

是真实存在的，推知和马克思的一致。再到 19世纪

末，列宁支持玻尔兹曼提出的类似乌托子球原子论

----这类似量子论，且是统计热力学的量子论----因

为“可分”，可以不是把量子分割开，而是“可数”，

类似整数、自然数、偶数、奇数、素数，以及负实

数开平方，还有虚数，还可组成复数等，是无限多

的。那么把自然数、实数、虚数、复数等的无限多，

再分成正、负对称的自然数、实数、虚数、复数的

配对，其一，对应“量子起伏”，正、负对称的自

然数、实数、虚数、复数的配对，可以是无限多，

也可以统一为“0”。其二，对应“霍金辐射”，正、

负对称的自然数、实数、虚数、复数的配对，可以

分开、分头逃逸）。 

潘建伟等人正是用这种说法吓唬政府有关部

门（梅晓春教授等的一家之言），并声称量子通讯

具有绝对的保密性，就连量子计算机也无法破译。

由此弄到大笔的研究经费，搞出一大堆所谓的量子

（卫星）通讯工程，并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欺

骗广大投资者，圈钱无数（梅晓春教授等的一家之

言）。2018 年 3月美国谷歌宣布研究成功 72量子

比特的计算机，量子霸权实现了吗？按道理，这台

机器的计算能力是 50 个量子比特计算机的一千万

亿倍，但它能干什么呢？我们只要看看它的存储能

力，量子计算机之被认为具有如此巨大的计算能力，

是由于它采用并行计算方法----它可以把需要计算

的结果一次性地算出来。传统电子计算机则是走一

步算一步，将第一步的计算结果作为输入，算出第

二步。这就要求量子计算机就有强大的存储能力，

把所有计算过程所需要的信息一次性地放在存储器

中。 

我们来计算一下，谷歌 72 比特的量子计算机

的存储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存储能力----存储一本

几十万汉字的书大约需要 1百万经典比特的存储空

间。一个普通大学的图书馆大约有１百万本书，需

要 10的 12次方个经典比特的存储空间。估计全世

界大约有 1万个这种规模的图书馆，存储所有的图

书需要大约 10的 16次方个经典比特的存储空间。

如果量子叠加态能够被利用，72个量子比特的量子

存储器就能够存储 1 万个地球的图书馆里所有的

书。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可能吗？别说 1万个地球的

所有图书馆的书，就先把 1本书的内容存进去吧。

其实它只是一个打着量子旗号的经典模拟电路处理

器，与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叠加原理根本搭不上边。 

它与经典的电子计算器没有本质的差别，存储

能力不过尔尔，根本没有并行加速计算的功能。事

实上，现有的量子计算机至多只能看成原子计算机。

它们都是用原子和离子等来代替硅基晶体管，对经

典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的计算机。它们利用一个微

观粒子可能存在的两个状态（非同时），代替经典

计算机的一个电子元件的两个状态。虽然微观粒子

的有些性质与经典粒子不同，但用来做计算机的基

本逻辑单元时，本质上是一样。不论是微观粒子还

是硅基电子元件，它们都不可能同时处于两个不同

的状态。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几何尺寸，而不是能

否做并行加速计算。计算机的存储能力是决定其计

算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判断一台计算机是否

有加速计算能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测量一个

存储器的存储能力是相对简单的，我们可以用以下

条件，来判断一台计算机是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机： 

对于一台由 N个微观粒子组成的计算机，如果

它的存储器能够达到 2的N次方个经典比特的存储

能力，就可能是真正的量子的计算机。如果达不到

这个标准，就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机。按照这种标

准，至今世界上没有一台量子计算机是真正的量子

计算机，只能称为原子计算机。因此任何人、任何

机构在宣称研究成功量子计算机之前，请测试一下

他们的量子存储器，看能不能达到 2的 N次方经典

比特的数量级。量子计算机专家们，先莫谈量子计

算，请把量子存储器做出来（梅晓春教授的说法，

是他在福建师大物理系和北大物理系等高校游学

多年经历学的知识，福建师大物理系和北大物理系

等高校搞清楚了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起伏原理

吗？与时俱进得过多少诺贝尔科学奖？） 

郭光灿说，量子计算机在原理上没有问题（与

时俱进，争取得诺贝尔科学奖，可嘉）。将量子计

算机的困难归根于所谓的量子系统不稳定性，也就

是所谓的量子退相干效应（这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

起伏原理，郭光灿称为量子二次化辐射，或称此为

“郭光灿辐射”）。量子系统的不稳定是可以通过

技术方法解决的，原理性的问题则是不可能通过技

术来解决的（正确）。微观粒子在任意确定时刻不

可能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状态，这是原理性的问题，

量子计算机无法跨越这种界限，依靠技术力量是不

可能改变自然界本性和事物的基本规律的（梅晓春

教授的说法，是他在福建师大物理系和北大物理系

等高校游学多年经历学的知识，福建师大物理系和

北大物理系等高校搞清楚了类似霍金辐射的量子

起伏原理吗？与时俱进得过多少诺贝尔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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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灿报告的关键是“用经典来拟量子比特”，用

经典比特来模拟量子比特，实际上应当称为量子电

路模拟器，请看网络报道阿里巴巴达摩院量子实验

室成功研制出世界最强的量子电路模拟器“太章”

----在全球率先成功模拟了 81比特 40层的作为基准

的谷歌随机量子电路，此前同样层数的模拟器只能

处理 49比特。 

量子电路模拟器的存在，意义在于帮助理解、

设计量子计算机硬件，探索量子算法和应用。2016

年谷歌通过特定随机量子电路，模拟了操纵 49比特

量子纠缠对，电路的深度达到 40层，成为量子计算

“霸主”。IBM则在 2017年 11月宣布成功构建了 50

个比特量子原型机，从而超越谷歌。2018年 3月谷

歌在量子计算机研发上，再展示了 72比特量子模拟

器。但阿里巴巴的“太章”的结果，打破了谷歌要在

这套方案上实现量子霸权的原计划（可见量子“霸

权”是你追我赶，内奸外鬼自然要想法云集我国）。

同样也会出现了什么量子水，量子袜，量子针灸，

量子雷达，量子洗衣机，量子通信，等等，其中有

的高大上，有的低下丑。有的是国家投资的重大科

研项目，以及世界顶尖高科技大公司比拼追逐的产

业项目。参与者是院士、教授，博导，博士，一片

耀眼的光环。有的则流行于街头巷尾，是市井小民

为了求生存所施的小伎俩，见不得阳光，摆不上桌

面。 

许多量子计算机专家实际上不懂量子力学，他

们只是人云亦云，跟着做，搞不清其中的奥妙。许

多量子力学专家不懂通讯，不懂计算机，看着量子

技术专家瞎折腾，只能半信半疑，干瞪眼，也看不

出其中的猫腻。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把其中的道

理说清楚，让学术界和产业界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梅晓春教授的说法，是他在福建师大物理系和北

大物理系等高校游学多年经历学的知识，福建师大

物理系和北大物理系等高校搞清楚了类似霍金辐

射的量子起伏原理吗？与时俱进得过多少诺贝尔

科学奖？）。对我以上言论，如果有不服气者，尽

管前来辩论。在梅晓春新浪博客的博主介绍栏中，

可以找到本人的电子邮箱。如果郭光灿教授坚持他

做的三个量子逻辑比特是真的，请提供科学实验证

据。如他能证明本文大谬，量子逻辑比特真实存在，

本人自当负荆请罪。（量子计算机类似人工智能，

是研制智能机器尤其是智能计算机程序的科学与

工程。它与使用计算机理解人类智能类似，但人工

智能并不将它自己局限于生物意义上的方法。自然

生物界存在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获得只在时日）

2018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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