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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息 突破

微尺度实验室为党的十八大提供
量子通信技术保障获好评

中央督查组一行参观考察微尺度国家
实验室

1月5日，中央督查组一行在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陈

晓剑 校党委常委 组织部长赵永 等的陪同 参观考 “可扩展量子信息处理获重大突破”
入选2012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相关部门给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发来感谢信，感谢微尺度实验室潘建伟院士量子通信

项目组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党

的十八大信息与通信保障工作中，部署的量子加密电话

网、量子加密数据传输设备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新一

代的安全通信技术保障 收到了良好效果 受到各级领

2013年1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投票评选的2012年中国和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在北京

揭晓。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潘建伟团队“可扩展量子信息处理获重大突破”入选2012年度中国十大科

晓剑，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永飞等的陪同下参观考

察了微尺度国家实验室。

实验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陆朝阳教授介绍

了量子通讯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进展，并向督查组

一行展示了研究部自主开发与研制的特色实验装备。在

听取陆朝阳教授的介绍后，督查组一行对量子研究领域
代的安全通信技术保障，收到了良好效果，受到各级领

导的一致好评。

党的十八大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国关

注、举世瞩目，大会的通信安全也成为会务工作的重中

之重。我室潘建伟院士领导的团队在为2009年国庆60周
年阅兵构筑的“量子通信热线”运行稳定、效果良好并

技进展新闻。至此，实验室先后有9项成果分别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发展多粒子量子系统的相干操纵技术从而实现可扩展的量子信息处理，是规模化量子计算和远距离量子通信的关键。

我室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利用自主发展的高亮度、高纯度量子纠缠源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八光子薛定谔猫

态[Nature Photonics 6, 225 (2012)]。随后，他们利用八光子纠缠“簇态”，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实现了拓扑量子纠错，

证明拓扑编码可以显著减少量子比特错误率，显示了容错量子信息处理的强大能力。相关成果以长文（Article）的形式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Nature 482 489 (2012)] 这是量子信息领域以中国为第一单位发表在该杂志上的首篇长文 该

的工作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对该领域所取得的一

系列重大研究成果感到十分欣喜，期盼该领域的研究能

继续朝着更高更先进的目标前行，从而更快速、全面的

推进量子信息技术的实用化发展进程。

此次参观考察的督查组成员有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姜伟 中央办公厅督查室副处长王佳明 安徽省委副秘
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肯定和评价的基础上，在党

的十八大召开之际，继续为关键数据传输的万无一失提

供基于量子安全的技术支撑，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为

了圆满完成任务，由中国科学院牵头，中国科大和中科

院量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联

合成立了由科学院詹文龙副院长和山东省孙伟常务副省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Nature 482, 489 (2012)]，这是量子信息领域以中国为第一单位发表在该杂志上的首篇长文。该

团队还发展了高精度的时间同步技术，并与中科院上海技物所、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百公

里量级的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和双向纠缠分发，通过地基实验坚实地证明了实现基于量子卫星的全球量子通信网络的

可行性。相关成果以封面标题的形式发表在《自然》杂志上[Nature 488, 185 (2012)]。
上述研究工作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被《自然》杂志2012年度回顾特刊选为年度十大新闻亮

点（Features of the Year），同时还被美国《科学新闻》杂志评选为2012年度25项重大科技进展之一（2012 Science

姜伟，中央办公厅督查室副处长王佳明，安徽省委副秘

书长、督查室主任张杰。

合成立了由科学院詹文龙副院长和山东省孙伟常务副省

长为成员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并组建了项目工作推进

小组，指导山东量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安徽量

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具体实施。自2012年初即展开专项

技术攻关，并取得了诸多关键突破。会议期间，量子通

信设备运行稳定，性能完全满足大会相关信息通信工作

的需要 这项 作证明 我室潘建伟团队已经具备了在

News Top 25），并以“量子跳跃”为题进行了专题介绍。

2013年1月18日，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实验室两项成果荣膺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常州科教城代表团参观访问微尺度国的需要。这项工作证明，我室潘建伟团队已经具备了在

关键信息安全领域部署量子通信应用的能力，也标志着

这一新兴前沿技术正在加速迈向实用阶段。

实验室谢毅教授、彭承志研究员荣获
2012年度杰出研究校长奖

（筹）主持完成的两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至此，实验室累计已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6项。

获奖成果一：基于核自旋的量子计算研究。杜江峰教授面向国家在量子信息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需求，围绕量子计

算的能力、机理和实现途径，对基于核自旋体系量子调控的量子计算开展了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取得了一系

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为推动量子计算这一应用基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项目在《物理评论快报》等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论文，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关成果曾被英国《自然》杂志、美国

物理学会新闻以及欧洲物理学会新闻等国际学术媒体广泛报道。

常州科教城代表团参观访问微尺度国
家实验室

1月4日，常州科教城代表团一行13人参观访问微尺

度国家实验室。代表团先后参观了高温超导、电子碰

撞谱学、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

等实验室 实验室科研人员向代表团一行介绍了各自

2012年12月31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八届四次

教代会第二次大会上，举行了2012年度杰出研究校长

奖颁奖仪式。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谢毅

教授和彭承志研究员荣获该奖，许武书记、侯建国校

长为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2012年度杰出研究校长奖 物理学会新闻以及欧洲物理学会新闻等国际学术媒体广泛报道。

获奖成果二：特征结构导向构筑无机纳米功能材料。谢毅、吴长征和熊宇杰教授以支撑纳米科技走向应用的国家重

大需求为导向，针对无机功能材料难以实现高效可控制备与组装的问题，充分利用前驱物和目标产物的特征结构来导向

性实现原子分子尺度上的可控制备，并发展基于特征结构导向的纳米基元组装新策略，系统开展了材料功能性和介观尺

度、微功能结构区、表面和界面、组装控制方式及系统关联性研究，深化构效关联性认识，在无机功能纳米材料的可控

制备、功能调控和应用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该项目在《先进材料》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

平SCI论文 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和评述 应邀撰写多篇综述文章 在国内外学术界形成很大的影响

等实验室。实验室科研人员向代表团 行介绍了各自

的科研工作及成果，并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向代表团展

示抽象复杂的专业概念，让来访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和

理解尚未全面实现化科研成果为生产力的基础科研工

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表达出基础科研工作者们为实

现科研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一幕将继续不遗余

力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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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平SCI论文，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和评述。应邀撰写多篇综述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形成很大的影响。力地奋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