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了更多铁基超导材料。对中国几个研究小组的重要发  
现，美国著名杂志《科学》发表评述文章，称“铁基超导材  
料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向前沿”。

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苑震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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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实验成果完美地实现了远距离量子通信中亟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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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8月28日出版的《自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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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松获得第四十四批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上资助

实验室简讯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2008年12月23日公布了第  
四十四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金获得者名单，我  
室王峰松博士后获得二等资助金。

12月28日，首届中国科大-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无机固  
体联合实验室”研讨会在我室召开。本次会议是该联合实  
验室举办的首届研讨会，应邀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均为该联  
合实验室在相关领域研究前沿的中青年专家。会议由实验  
室负责人俞书宏教授主持。

校长助理朱长飞教授出席此次研讨会并致辞。他指  
出，“无机固体联合实验室”是我校在具体贯彻“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的方针指导下成立的十六个联合实验室之一，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必将进一步加强所校联合的力度，

第一届中国科大-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无机固体联合
实验室”研讨会在我室举行

我室两项成果入选2008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由科技日报社组织，部分院士、多家中央新闻单位以  
及广大读者参与评选的“2008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于2008 
年12月28日揭晓。我室共有两项成果入选。

陈仙辉教授领导的实验组在相关结构的氟掺杂的钐氧  
铁砷化合物中发现了超导电性，研究论文发表在5月25日  
出版的《自然》杂志上。陈仙辉小组通过电阻率和磁化率  
测量表明，该体系的超导临界温度已达到了43开尔文（摄  
氏零下230.15度）。该材料为除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之外  
第一个临界温度超过40开尔文的非铜氧化物超导体，突破  
了“麦克米兰极限”（麦克米兰曾经断定，传统超导临界温  
度最高只能达到39开）。之后其他几个中国研究小组陆续

“量子中继器的实验实现”
入选欧洲物理学会2008年度十大进展

12月22日，欧洲物理学会新闻网以“The best of 2008” 
为题发布了该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物理学领域的重大研  
究进展，我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潘建伟教授小组  
的研究成果“量子中继器的实验实现”榜上有名。这标志着  
我国量子信息实验研究继续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每年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重大研究进展，都倍受  
国际物理学界广泛关注，因其每次从当年国际上发表的研  
究成果中评选十个左右作为重大研究进展，所以通常也被  
称为“年度十大进展”。今年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有  
12个方面的重大研究进展入选。

在评述量子计算新进展时，该文指出：“虽然我们不  
能指望2009年就能用上量子计算机，但是在2008年，物  
理学家们向这个目标迈出了重要的步伐。8月份，一个国  
际研究团队（译注：潘建伟教授领导的国际联合研究小组）  
实现了第一个‘量子中继器’，借助此种设备量子通信可以  
达到任意遥远的距离……”。

该研究成果于8月28日以“量子中继器的实验实现”为  
题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由于量子中继器在量子信  
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自然》杂志为此专门向有关科学  
新闻媒体发布了题为《量子推动》(Quantum Boost)的新  
闻稿。同时，《自然》网站在该期“本周新闻”头条报道了  
这一研究成果，题为“量子通信可以到达遥远距离”，并引  
用著名量子物理专家Marek Zukowski的评述称“该项研究

工作对量子中继器方案进行了原理性的验证，他们的工作  
处在量子信息研究的前沿”。之后欧洲物理学会、德国物理  
学会等网站对该工作做了相关报道，并被诸多欧美的科研、  
科普网站转载。

据悉，潘建伟研究团队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研  
究成果已多次被欧洲物理学会或美国物理学会评为“年度十  
大进展”，表明该研究团队在相关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国际领  
先的地位并长期保持高水平的科研状态，这为我国未来量  
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吴长征获得第一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
资助

日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以中博基字[2008]15 
号《关于公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特别资助第一批  
获资助人员名单及有关事宜的通知》文件，公布了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第一批获资助人员名单，  
我室吴长征博士后获得此项特别资助。该项特别资助  
额度每人10万元经费。

促进相关研究人员在科学研究前沿、重大课题合作、人才  
培养、优势资源互补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我校校友、中  
科院福建物构所副所长黄艺东研究员全面介绍了物构所在  
创新研究、基础产业等方面的进展和取得的可喜成就，并  
表示今后福建物构所将进一步加强与科大的全面合作与交  
流。

国家实验室主任助理王晓平教授做会议总结发言，他  
希望今后该联合实验室的有关人员进一步加强与物构所同  
行的沟通和交流，多开展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性和应  
用基础性创新研究。

会议期间，来自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的黄艺东、王元生、  
李广社、陈学元、吴立明、官轮辉研究员，以及我室和我  
校化学系的14位专家，分别就纳米尺度功能材料的制备和  
应用研究、外场诱导的化学反应、受生物启发的新型复合  
纳米结构材料、纳米催化、生物无机与化学生物学等主题  
进行了学术报告和广泛的交流。

杜江峰教授荣获第九届“安徽青年科技奖”

我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杜江峰教授荣获  
第九届“安徽青年科技奖”，并在安徽省科协第八次代  
表大会上获得颁奖与表彰。

杜江峰教授，1969年6月出生，江苏无锡人，获  
中国科大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大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家973中长期规划“量子调控研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基于核自旋量子调控的固态量子计  
算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先后承担和参加了97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研究成果曾被英  
国Nature杂志、美国物理学会新闻、英国物理学会新  
闻等学术媒体关注和报道。曾在布鲁塞尔大学、维也  
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意大利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德国多特蒙德  
大学等单位工作和访问。2001年入选第五届中国科  
学院优秀青年，200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安徽青年五四奖章，2006年入选江淮十大杰出青  
年，200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获安徽省自然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安徽青年科技奖”由安徽省政府设立，由安徽省  
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和省科协共同主办。2003年以  
来，“安徽青年科技奖”已评选了五届（从第五届到第九  
届），我室共有5位教授获此殊荣,他们是：俞书宏、刘  
海燕、李晓光、王官武和王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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