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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上午，“强磁场下的

科学问题讲习班”在我室科技展厅

拉开帷幕。侯建国校长，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物理一处处长

张守著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强磁

场科学中心核磁共振部主任叶朝

辉院士，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

中心总工程师、首席专家高秉钧

研究员，武汉强磁场中心总经理、

总工程师李亮教授等出席了开幕

式。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强磁场

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国家实验

室张裕恒院士主持。

侯建国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对

讲习班的举办表示祝贺，向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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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人力资源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

家局局长季允石一行在侯建国校长、陈初升副校长

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我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

室”、“中科大－新科隆联合实验室”和“冷原子痕量探

测实验室”，潘建伟教授、王海千教授、胡水明教授

分别汇报了课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潘建伟、毕国强教授入选首批中国科大
“新创讲席教授”计划

杨晴、吴长征获中科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奖励

近日，中科院人事教育局以科发人教函字（2009）
53号文，公布了2009年度中国科学院王宽诚人才奖获

奖人员名单。我室杨晴副教授同美国布朗大学孙守恒

教授合作申请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专项”获“王宽诚科研

奖金项目”资助；吴长征博士获 “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

士后工作奖励基金”资助。

量子存储可以将光的量子态存储于原子系综的自旋波

激发态中，是量子中继器的关键部件。由于退相干机制的

存在，使得已实现的量子存储的寿命都非常短，只有10微
秒左右，这极大地限制了量子中继器在远距离量子通信中

的实际应用。通常认为，短的存储寿命是由存储量子态的

自旋波在梯度磁场下退相干所造成的。潘建伟研究小组通

过对量子存储退相干机制的详细研究，发现除了磁场的影

响之外，原子热运动造成的自旋波的失相也是导致量子存

3月18日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一行在陈初

升副校长陪同下，前来我室参观中

科大－新科隆联合实验室和量子物

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

2月10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973
计划顾问组和咨询组专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专家投票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基础研

究十大新闻在京揭晓，共评选出“神舟七号成功发射并完成

各项既定任务”等10项成果。

我室陈仙辉教授关于铁基高温超导材料的研究榜上有

名。该成果在非传统高温超导材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

展，已连续入选2008年《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技突破、

两院院士评选的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国高等学校十

大科技进展和国内十大科技新闻等。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郭雷院士
一行前来我室参观

为了深入和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

强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和服务效能，3月30日下

午，实验室组织召开了管理服务工作专题研讨会，实

验室党政领导和办公室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

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季允石一行来我室
考察参观

铁基高温超导材料研究入选2008年度
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强磁场下的科学问题讲习班”在我室举办
与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提供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表示相信，通过这次讲习班，将

极大地促进我国强磁场环境下的科学研究工作。

张守著处长代表基金委数理学部向给予这次讲习班大

力支持的中国科大、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和应邀前来授

课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本次讲习班

是数理学部为提高和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而举办的系列

讲习班之一，其对象主要是中青年科学家和硕士、博士研

究生，应邀授课的老师都是在相关领域学科前沿做出突出

贡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

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已于2008年分别在合肥、武汉两地开工建设。其中，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由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承建、

中国科大共建；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由华中科技大学建设。

随着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建立，强磁场下的科学研究为国内

各单位关注。本次讲习班为期4天，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大、

储寿命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退相干机制在过去的工作

中往往被忽略掉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这一发现，

他们在实验中通过选择对磁场不敏感的原子“钟态”(clock 
state)来存储量子态，同时延长自旋波激发的波长，从而

将量子存储的寿命首次提高到1毫秒以上，相当于光可以

在空气或光纤中传播超过300公里。审稿人评价该工作阐

明并克服了一个重要的退相干机制，对光量子存储及光对

物质的量子操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长寿命量子存储的实验实现为各种实用化的量子信息

处理开创了新的起点，对基于量子存储的线性光学量子计

算和基于量子中继器的远距离量子通信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该论文发表后，诸如英国《新科学家》等多家欧美科学

新闻媒体都对该成果做了专题报道。

实验室简讯

国家实验室召开行政管理工作专题研讨会

3月17日下午，首届中国

科大“新创讲席教授”授聘仪式

在水上报告厅贵宾室举行。

侯建国校长和联想控股有限

公司吴亦兵常务副总裁分别

为首批入选“新创讲席教授”计
划的潘建伟、毕国强教授颁发聘书。仪式由窦贤康

副校长主持。

新创讲席教授是中国科大和中国科大校友新创

基金会共同设立的，旨在支持中国科大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吸引和稳定国内外杰出学者为中国科大服

务，推动学校相关学科向世界一流水平发展。

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问候，向给予本

次讲习班大力支持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为了培养一批在强磁场下进行科学研究的青年科技

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委托，在我校主办本次讲习班，十几位在强磁场环

境下工作并卓有建树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应邀授课，将为我

们带来所在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科技动态，为中国科大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20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130多名学员将参加学

习研讨。

我室潘建伟教授研究组刷新冷原子量子存储纪录

研究进展

2月1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子刊《自然•物理》发

表了我室潘建伟及其同事赵博、陈宇翱等完成的研究成果：

长寿命量子存储的实验实现。在该工作中，潘建伟研究小

组与德国、奥地利的同事合作，利用对磁场不敏感的原子

态来存储量子态，同时通过延长自旋波波长的实验技术，

在国际上首次将单量子存储的寿命延长至毫秒量级。该实

验成果将单量子存储的寿命提高了2个数量级，向未来基

于量子中继器的远距离量子通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国家实验室动员部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

党员参加了动员会。动员会由李凡庆书记主持。

3月23日下午，微尺度国

家实验室在理化大楼西三层报

告厅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动员会。实验室党政

领导、全体在编教职工及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