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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潘建伟及其同事  
苑震生、陈宇翱等，利用冷原子量子存储技术，在国际上  
首次实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纠缠交换，建立了由  
300米光纤连接的两个冷原子系综之间的量子纠缠。这种  
冷原子系综之间的量子纠缠可以被读出并转化为光子纠  
缠，以进行进一步的传输和量子操作。该实验成果完美实  
现了远距离量子通信中急需的“量子中继器”，向未来广域  
量子通信网络的最终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8月28日出  
版的国际著名科学期刊《自然》，以《量子中继器实验实  
现》为题发表了这项重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效安全的信息传输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  
于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通信具有高效率和绝对安全  
等特点，并因此成为国际上量子物理和信息科学的研究热  
点。然而，作为量子通信的基本资源，脆弱的纠缠光子极  
易被信道吸收，造成信号随通信距离指数衰减、误码率提  
高进而导致通信失败。因此，目前量子通信的距离被限制  
在100公里的量级。类比于传统的电子通信中为了补偿电  
信号衰减而进行整形和放大的电子中继器，奥地利科学家  
在理论上提出，可以通过量子存储技术和量子纠缠交换和  
纯化技术的结合来实现量子中继器，从而最终实现大规模  
的长程量子通信。尽管潘建伟及其奥地利的同事已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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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中继器实验被完美实现

第一届细胞动力学和化学生物学
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

施蕴渝院士当选安徽省第六届
“江淮十大女杰”

实验室成果

子及其作用网络的动力学是诠释细胞功能可塑性的重要环  
节。纳米尺度显微镜的诞生及小分子化学调节剂的发掘与  
应用为在纳米尺度研究细胞动力学提供了契机。会议期  
间，来自国内外的20位学者就纳米尺度细胞动力学、细胞  
有丝分裂与生长调控、结构与活性、细胞可塑性与调控、  
酶的化学生物学、天然产物与化学生物学六个主题进行了  
广泛的交流。本次会议增进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科学家及学  
者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国家实验室的国际合作，并将进  
一步推动国家实验室在纳米尺度细胞动力学及单分子方向  
的创新研究工作。

第一届细胞动力学和化学生物学国际研讨会于2008年9 
月12日至14日在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生物大分  
子结构与功能研究部顺利召开。来自美国国家卫生院、欧洲  
肿瘤研究所、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Scripps研究院、印  
第安纳大学、Emory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中科院  
广州健康研究院、中国科大等国内外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了此  
次会议。国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院  
士到会致开幕辞。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元，其功能是通过蛋白质作用网络  
的动力学与可塑性来调控。为此，在纳米尺度阐明蛋白质分

在1998年和2003年在实验上实现了纠缠交换和纠缠纯  
化，但是，量子存储的实验实现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量子存储问题，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比如中科大教授段路明及其奥地利、美国的合作者就曾于  
2001年提出了基于原子系综的另一类量子中继器方案。由  
于这一方案具有易于实验实现的优点，受到了学术界的广  
泛重视。然而，随后的研究表明，由于这一类量子中继器  
方案存在着诸如纠缠态对信道长度抖动过于敏感、误码率  
随信道长度增长过快等严重问题，无法被用于实际的长程  
量子通信中。

为了解决上述困难，潘建伟、陈增兵和赵博等，于  
2007年提出了具有存储功能并且对信道长度抖动不敏感、  
误码率低的高效率量子中继器的理论方案。同时，潘建伟  
小组及其德国、奥地利的同事经过多年的合作研究，在逐  
步实现了光子-原子纠缠、光子比特到原子比特的量子隐  
形传态等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实验实现了完整  
的“量子中继器”基本单元。

由于量子中继器实验实现在量子信息研究中的重要意  
义，《自然》杂志为此专门向科学新闻媒体发布了题为  
“量子推动  (Quantum Boost)”的新闻稿，称赞该工作“扫除  
了量子通信中的一大绊脚石”。

我室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研究部施蕴渝院士  
光荣当选为第六届“江淮十大女杰”，同时被授予省  
“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施蕴渝院士是教育部生物  
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她在国内率先开  
展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计算生物学研究，是国内最早  
用核磁共振研究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人之一。她  
领导建立了蛋白质核磁共振实验室，完成了一批重  
要的蛋白质的结构测定与功能研究。共发表论文和  
著作120多篇，其中100多篇发表于国际SCI期刊。  
她是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的负责人，也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创新群体的学术带头  
人。她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结构基因组研究项目，为  
我国的结构生物学的发展，为我国结构基因组研究  
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贡献。

量子中继器实验原理图图注：

在量子网络中，每个节点由磁光阱制备的冷原子系综  
组成，这些原子系综用作量子存储器。每个原子系综跟它  
自己发出的一个光子形成一个最大纠缠态。在任意两个相  
邻节点之间，通过对其各自发出的光子之间做联合贝尔测  
量，我们可以把相邻的两个原子系综纠缠起来。在实验  
中，两个节点之间由300米光纤通道连接。图中光纤的颜  
色由亮转暗表示了通讯信道中的光子损失，中间的玻璃立  
方体是一个极化分束器，用作联合贝尔测量。

冷原子量子存储研究，扫除量子通信中的一大绊脚石

陆轻铀教授研究组研制成功10飞安超高
分辨电流放大器和10飞安超高电流分辨

全低电压扫描隧道显微镜

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部陆轻铀教授研究组利用他  
们纳米效应与器件实验室的多项专利技术，研制成功  
国际上第一台低成本飞安级分辨率的电流放大器和国  
际上第一台10飞安电流分辨率的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10飞安超高分辨电流放大器的研制中，他  
们抛弃了当前技术中常用的防护环 (Guard Ring)技  
术，制成自主研制的无环电流放大器，使得无论是成  
本还是操作难度都大大降低,能满足大多数半导体工业、  
显微镜领域、电化学测量、通讯、光电子测量等的应  
用需求。10飞安电流分辨率全低电压扫描隧道显微镜  
同时也是国际上第一台全低压（<15V）STM，其不仅  
电流分辨率高，且噪音极低，大气条件下原子分辨率  
成像的质量远高于国际上同类产品。该显微镜不仅操  
作简单、稳定，且温漂低、成本低、体积小易于极端  
条件化。STM的主要用户为物理、化学、材料、生物  
类科研单位、高校和研究所；高科技材料、器件和半  
导体工业；教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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