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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潘建伟并非量子研究方
面的“天才”。潘建伟自曝喜欢物理，“因为物理只
要记很少的公式，可以推导出很多东西”，但后来第
一次接触量子时完全糊涂了，一直想也想不明白，
思想上不认同的话后面就进行不下去，期中考试曾
不及格，到期末考试考了80多分。潘建伟认为，科
学家不一定要成为明星，“如果科学家整天活跃在
荧屏上，哪还有时间和精力搞科研？”但是他坚持认

为，所有人都应该喜欢科学，让科学受到更多关注。
采访中，潘建伟坦言，搞科研尤其是研究量

子力学，对自己的性格和思想都产生了一定影
响。从牛顿力学，到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
到量子力学，科学是在进步的，一旦变成绝对真
理之后，就成了信仰，也就成了宗教。所以科学
也就让人对他人、对世界变得更加包容,这也是
量子力学给我带来的很大启发。

谈学习：考试不及格，量子力学让他更包容

昨日，潘建伟在中科大发布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研究成果的报告

国际首次！“墨子号”量子卫星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

中科院院士潘建伟：
三年后量子计算实现“量子称霸”

6月16日上午，继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的光量子
计算机亮相，十个超导量子比特纠缠首次成功实现之
后，量子卫星又取得重大进展。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
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发布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研究成果，“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率先实
现千公里级的量子纠缠分发，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实现空
间尺度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
定域性检验，为未来开展大尺度量子网络和量子通信实
验研究，以及开展外太空广义相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
学基本原理的实验检验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量子卫星最新进展成果意义重大。潘建伟团队从
开始研究量子到结出累累硕果，有着怎样的经历？身
为科学家的他，如何看待科研创新？身为副校长的他，
如何看待科大和科大精神？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记者对潘建伟院士进行了面对
面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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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首次！“墨子号”量子卫星
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彭承志等
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
宇研究组、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家天文
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在中国科学院空间
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支持下，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
子纠缠分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空间尺度下严格满足“爱
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在空间量子
物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相关成果于6月16日以封面
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

量子纠缠是奇特的量子力学现象。通俗地说，两个处于
纠缠状态的量子就像有“心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一个量
子状态变化，另一个也会改变。量子纠缠被爱因斯坦称之为

“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它是两个（或多个）粒子共同组成的量
子状态，无论粒子之间相隔多远，测量其中一个粒子必然会
影响其它粒子，这被称为量子力学非定域性。

量子纠缠分发就是把制备好的两个纠缠粒子（通常为光

子）分别发送到相距很远的两个点。通过观察两个点的统计
测量结果是否破坏贝尔不等式，可以用来验证量子力学非定
域性的存在。同时，利用量子纠缠所建立起的量子信道，也
是构建量子信息处理网络的基本单元。由于量子纠缠非常
脆弱，会随着光子在光纤内或者地表大气中的传输距离而衰
减，以往的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只停留在百公里的距离。

“量子纠缠‘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在更远的距离上是否仍
然存在？会不会受到引力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潘建伟说，这
些基本的物理问题的验证都需要实现上千公里甚至更远距
离的纠缠分发，另一方面，要实现广域的量子网络也自然要
求远距离的纠缠分发。除了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外，“墨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其它重要科学实验任务，包括高速星地
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等，也在紧张顺利地进行
中，预计今年会有更多的科学成果陆续发布。

谈量子计算机：
和传统的相比，就像核武器和机关枪

5月3日，科技界迎来了一则重磅消息：世界上第一台超
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诞生。这个“世界首台”
量子计算机是货真价实的“中国造”，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教授及其同事陆朝阳、朱晓波等，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
教授研究组攻关突破的成果。

这是历史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基于单光子
的量子模拟机，为最终实现超越经典超级计算能力的量子计
算这一国际学术界称之为“量子称霸”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据潘建伟透露，有希望到2020年实现“量子称霸”，也
就是超越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潘建伟称，量子计算将来
会算得非常快，和传统计算机相比的话，打个比方，就像核武
器和传统的机关枪、炮弹。

潘建伟说，创新驱动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
首，科技创新又是创新的核心，塑造对科技感兴
趣、崇尚科学的氛围尤为重要。“全国两会时，我
在住地听到一年轻记者给妈妈打电话，说采访
到了明星很开心。但是我在会场的几天，却很
少有人来问我，搞的那个量子是啥东西？这说
明我们缺乏这种关注科学的土壤。”

而在国外，科研则比较受关注和推崇。潘
建伟举了两个事例，“在奥地利，一个山村老太
太坐在轮椅上和我聊天，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
研究量子，并给她解释。她告诉我在《自然》杂

志上看过我的文章，‘我看过，没看懂，但是我尽
力了’。几年之后，有一次，我去医院做小手术，
一位护士问我，你是不是Doctor潘，能不能给我
讲讲量子隐形传态到底是怎么回事，报纸上读
过之后我搞不明白。”

潘建伟对量子通信等研究有创新性贡献，是
该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他有关实现量子隐形传
态的研究成果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
技进展”，并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
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
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

谈科技创新：要培养崇尚科学的土壤

10 多年来，潘建伟团队一直在专注和量子
“纠缠”。“2001 年申请的经费是 200 万元，而中
科院给了400万元，加上‘千人计划’等经费，在
那个年代我能一下拿到690万元，是一笔巨款，
实验室就组建起来了。”

到 2003 年，潘建伟团队实验室在光量子操
纵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了。但潘建伟认为，
这个项目继续发展的话，还需要发展冷原子技
术。“后来我就在德国申请了一些经费，问我的
学生，你们愿不愿意到海德堡去，跟我一起发展
冷原子技术，但是你们来有一个前提，我让你来

了，你将来得跟我回国去。”潘建伟告诉记者，他
们团队的多光子纠缠操作技术、冷原子操纵技
术、真空技术、探测技术都是最好的，“我就跟学
生讲，如果你真的热爱科学的话，就在我这里
做，不需要为了搞科研到美国去。”

“中国总得有个好的实验室能够走在世界
前沿。”这是潘建伟专注科研的动力。1996 年，
潘建伟远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师从塞林格教授。“去见我老师的时候，他问我，
年轻人你想干什么啊？我说我就想在中国建一
个像你这样的世界一流的国家实验室。”

谈团队：告诉学生“你将来得跟我回国”

“中科大即将迎来 60 周年校庆，我最近一
直在想，如果做一本书的话，封面应该是什么才
能够体现科大形象？我觉得应该是晚上灯火通
明，学生们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这样一幅画
面。”提起科大，潘建伟自豪地告诉记者，拼命学
习，掌握知识，成为科技工作者为国家服务，是
科大一直以来的传统。在他看来，这种传统可
以简单地概括为“又红又专”，“只红不专，飞机
开不起来，不能打敌人；只专不红，开飞机打自

己人或者把飞机开跑了都不行。”
而提到“红”，潘建伟自信地表示，科大毕业

生回国率还是比较高的。“国家11批青年千人计
划中，有九分之一是科大毕业生，可见科大毕业
生成材率和回国率都非常高。被称为美国人才
培训基地，也说明了科大毕业生在国际上声望
较好。”同时，潘建伟告诉记者，近年来科大也吸
引了不少留学生慕名前来学习，数量呈稳固增
长趋势。

谈科大：“又红又专”是科大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