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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成功，
有望让量子通信真正进入广域传输时代；其
“测不准”“不可克隆”等特性，使得其传输
的信息在理论上永不会被解密。

不过，发射卫星只是一个起点，在“宏伟
量子大厦” 中， 量子京沪干线正在飞速搭
建， 天地一体的广域量子网络倚马可待，市
场应用不断突破。 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
中国正在领跑。

量子通信走到“洲际传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杏林苑和滨湖新
区……2008 年 10 月， 这三个合肥市内本
不相干的点， 因为一次实验连接在了一
起。 它们仨因为组成了三节点可扩展的量
子通信网络，实现了全球首个量子保密电
话系统建设，而被永久载入史册。

随后，五节点，四十六节点，合肥、济南
城域网，“京沪”城际网……量子通信网在不
断扩展。 将近十年后，随着量子卫星的发射
成功，量子通信网络真正可能升至“广域”

“洲际”传播，为信息保密传输画上了“天地
一体”的注脚。

提起量子通信这一“永不被解密”的安
全传输方式，很多人觉得晦涩，而记者采访
了解到，这一技术已经在市场上得以产业应
用。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为技术
依托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把
量子通信带到了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以量子
密码通信终端设备、 网络交换 / 路由设备为
核心的量子信息安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目前，工商银行、北京农商行等多家银
行率先试用了量子通信加密技术。 作为首
批用户之一， 工商银行数据中心（北京）网
络部总经理任长清曾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现

在工行试点的部门，就是通过国盾的量子加
密技术，将数据从数据中心传输到同城的另
一个机房内。“从理论上讲，通过设备产生量
子密钥，再对数据进行加密传输，是不会被
窃取的， 这对金融数据传输是非常有必要
的。”而将在今年年底贯通的量子京沪干线，
总长 2000 多公里， 建成后， 目标应用于军
事、金融、政务等领域信息的安全传输。金融
机构、媒体、大型企业，都可以成为量子通信
的用户。

“第二次量子革命”
我们如何领跑？

量子信息技术方兴未艾，这一领域的国
际竞争也在不断加剧。 今年以来，欧美纷纷
提出“第二次量子革命”计划，加大基础研究
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投入。

今年 3 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量子宣言
（草案）》，计划于 2018 年启动 10 亿欧元的量
子技术项目。 美国更是将“量子跃迁”作为“6
大科研前沿”之一，认为人类正站在下一代量
子革命的门槛上， 量子力学正在导致变革性
技术，必须加大投入促进交叉性基础研究。

发射全球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无疑
确立了我国在国际量子通信研究中的领
跑地位。 根据我国量子通信发展规划，量
子卫星发射以后，今年底建成“量子通信
京沪干线”， 国内初步形成广域量子通信
体系。 到 2030 年左右，中国率先建成全球
化的量子通信网络。 在未来十年内，形成
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基础设施；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下一代国家主权信息
安全生态系统； 构建基于量子通信安全保
障的未来互联网， 也就是‘量子互联网’。 ”
潘建伟说。 / 新华社

还记得这样的场景吗？ 电影中，主人公走入一扇“任意门”，瞬间就穿越
来到另一个空间……在量子世界里，这或许不是幻想。 16 日 1 时 40 分，我国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
这将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 构建天地一体化
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记者采访了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
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吕力、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刘雄军，带你一起走进神
奇的量子世界。

1 问：量子究竟是什么？
答：量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是能量的最基本携带者，不可再分割。 比如，光子是光
能量的最小单元，不存在“半个光子”，同理，也不存在“半个氢原子”“半个水分子”等

等。 量子世界中有两个基本原理：
———量子叠加，就是指一个量子系统可以处在不同量子态的叠加态上。 著名的“薛定谔的

猫”理论曾经形象地表述为“一只猫可以同时既是活的又是死的”。
———量子纠缠，类似孙悟空和他的分身，二者无论距离多远都“心有灵犀”。当两个微观粒

子处于纠缠态，不论分离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的量子态做任何改变，另一个会立刻感受到，
并做相应改变。

2 问：世界上真有“绝对安全”的通信吗？
答：这得先说说通信中信息是如何被窃取的。传统光通信是通过光的强弱变化传输信息。从
中分出一丁点光并不影响其他光继续传输信息，测量这一丁点光原理上就能窃取信息。

量子通信则完全不同！ 窃听者如果想拦截量子信号，并对其进行测量，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携带
密钥信息的量子态。 根据量子“测不准定理”，这种破坏必然会被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所发现。

是否可以不破坏传输的量子态，只截取并复制，再继续发送？ 这已被“量子不可克隆定
理”完全排除，于是也就保证了量子通信的绝对安全。

3 问：“量子态隐形传输”意味着能实现《星际迷航》里的瞬间移动吗？
答：“量子态隐形传输”是基于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的特性，就是甲地某一粒子的未知
量子态，可以在乙地的另一粒子上还原出来。其实传输的是粒子的量子态，而不是粒子

本身。 这种状态传送的速度上限仍然是光速，也不是“瞬间移动”。
现在，在光子、原子等层面已经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输。电影里“大变活人”在原理上是允许

的，但目前还远远做不到。 因为科幻电影里人的传送，不仅需要把人的实体部分的大量原子、分
子传送，并且严格按照原来的相对位置重新排列起来，更何况重现意识和记忆就更复杂了。

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也许未来我们还是可以实现人的量子隐形传态，到
那时星际旅行就不是梦啦。

4 问：将来机器会不会像《变形金刚》里一样被装上量子大脑，从而取代人类？
答：所谓量子大脑，其实就是当今正在研制中的量子计算机。 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可能
会对人工智能起到极大的帮助，在数据搜索、分析和处理方面提供远远超过目前经典

计算机的运算能力。
机器人都是预先设置好程序的，而人是有意识和自由意志的。 研究发现，人脑中的思维机

制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或许存在相似之处。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未来可望创造出与人脑一样
运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真到这种程度，机器与生物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这目前还只是
一种畅想，未来究竟怎样还得拭目以待。

5 问：量子技术什么时候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答：量子通信目前已经实现在金融、政务系统等中的使用。 要让每个人都用上，乐观
的话需要 10 到 15 年。 这需要对网络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还涉及到标准制定。 到时

候，个人的网上银行、手机支付、信用卡等就再也不怕被盗号，“棱镜门”那样的泄密事件也不
会发生了。

而量子计算目前仍然处于基础研究的阶段，前进道路上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知道在
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能否实现初步应用。 一旦取得进展，其意义将是极其重大的。

中国领跑第二次“量子革命”

量子卫星“四种武器” 挑战四大任务

“墨子”入轨
中国领跑量子太空竞赛

10到15年后
不再担心个人信息被盗

量子卫星 一颗什么星？

6 问：量子科学和技术究竟将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答：量子科学和技术其实已经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目前正在广
为使用的计算机、手机、互联网、时间标准和导航，包括医院里的磁共振成像等等，无

一不得益于量子科学和技术。
用发展的眼光看，随着微纳加工、超冷原子量子调控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将能够制

备出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各种人造量子系统，例如包括量子计算机芯片在内的
各种量子电路，其功能和信息处理能力将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经典芯片，并且更
加节能；再如可望制备出达到量子极限的能量收集和转换器件，将引发能源变革；也有望大
幅提升对时间、位置、重力等物理量超高精度的测量，不仅实现超高精度的潜艇定位、医学
检测等，也将加深对物理学基本原理的认识。

总之，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广泛应用最终将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量子时代，实现更高的工作
效率、更安全的数据通信，以及更方便和更绿色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