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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疫苗通过人体测试
据新华网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

春） 美国政府卫生机构近日宣布，一
种埃博拉疫苗已初步通过人体测试，
可以安全使用，并显示出一定的免疫
保护效果。

这种疫苗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下属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与英
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公司合作开
发。今年9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招募20名18岁至50岁的健康成年人
进行一期临床试验，4周后，20名志
愿者的血液内全部产生埃博拉抗体，
其中接受较高剂量注射的志愿者血液
内产生的抗体水平较高。此外，一些
志愿者体内还产生一种叫做CD8T细
胞的免疫细胞。此前动物试验显示，
这种细胞在保护接种者不被致死剂量
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项发表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网络版的研究还显示，疫苗注
射在所有志愿者体内都没有产生严重
副作用。

这种疫苗同时还在马里、英国和
瑞士进行人体一期临床试验。如果试
验获得成功，将于明年年初在塞拉利
昂和利比里亚的医疗人员中开展下一
阶段的临床试验。此外，由加拿大公
共卫生局研发的一种埃博拉疫苗也正
在美国和瑞士等国开展一期临床试
验。

据法国《解放报》近日报道，荷
兰物理学家阿莱尔·范·里特利用X光
技术拍摄动植物X光片，经后期着色
加工后，创作出一批不同寻常的艺术
作品，展现了不可思议的自然之美。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为促进中
韩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由两国社会
团体和个人共同发起成立的大型跨国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中韩通”近日在
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上线仪式。

在仪式上，“中韩通”与韩国爱
唯一婴幼儿食品集团、韩国汉盛食品
集团、以著名导演李长镐为代表的影
视人协会以及我国知名电商“1 号
店”、中国传媒集团中传财富 （北
京） 投资管理公司、清华美院教授李
燕等签订合作协议。

“中韩通”承载文化交流与跨境
电商综合服务融合模式，将使我国文
化“走出去”与经济“走出去”形成
齐头并进的“双轮驱动”、互补互促
的良好局面，架文化之桥，拓经济之
路。

图为我国著名简帛书法家吴巍
（右二） 在仪式现场向“中韩通”首
席执行官贡海星 （左二） 赠送题字

中国将建首个
深远海养殖平台

本报电（记者尹晓宇） 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北车船舶与海洋工程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崇和实业有限公司
近日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
中国首个深远海养殖平台项目启动。
该“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由10万
吨级阿芙拉型油船改装而成，能够提
供养殖水体近8万立方米。它依托整
船平台、幼苗孵化与养殖、物流加工
和数字信息管控等四大功能板块，形
成优越的系统平台，能满足 3000 米
水深以内的海洋养殖，同时具有抗
12级以上超强台风的多重优越功能。

X光摄影展现自然别样魅力

“中韩通”上线
架设互联互通桥梁

他 17 岁摘得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
牌；22岁，与同事一起创立了世界上首个5光子纠缠
实验平台；30岁，他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千人计划”，
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两年后，他获得
欧洲物理学会专门为全球顶尖青年科学家设立的菲涅
尔奖。

他就是现年33岁的陈宇翱。

摘得菲涅尔奖

这位长期同量子“纠缠”在一起的青年科学家，
早在去年4月份就受到广泛关注。

32 岁生日的当天——4 月 9 日，陈宇翱收到了一
份“大礼”：欧洲物理学会正式致函，授予他2013年
度“菲涅尔奖”，以表彰他在光子、冷原子量子操纵
和量子信息、量子模拟等领域的杰出贡献。

这一由欧洲物理学会设立，以 19 世纪最伟大的
光学家菲涅尔命名的奖项，是该学会授予量子电子学
和量子光学领域青年科学家的最高荣誉。陈宇翱成为
菲涅尔奖历史上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量子纠缠，在很多人看来有些神秘、有些抽象。
但是它其实离我们很近。人们常说双胞胎之间会有神
奇的相互感应。其实，在微观世界里这样的神奇现象
更多。比如说，在微观世界里，有两个共同根源的微观
粒子，无论他们相距有多远，如果其中一个的状态发生
变化，另一个随即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量子纠缠。

2004年，还在读研究生的陈宇翱，与同事首次实
现 5 光子纠缠和中断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同年 6
月，《自然》 杂志发表了这一成果，并称赞说这是一
项壮举。这一成果同时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
学会评出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这对国内的科学成
果来说，还是第一次。之后，陈宇翱与同事先后成功
实现 6光子、8光子的纠缠态。2012 年，他们首次成

功实现百公里量级的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和纠缠分
发，为发射全球首颗“量子实验卫星”奠定技术基
础。

对话魅力量子

“量子世界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未知，你永远
不知道下一步它的状态会变成什么。这让你有探知的
欲望。”陈宇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过去的100年，量子物理带给我们很多革命性的
突破。比如说现在计算机用的硬盘、医学领域的激
光、核磁共振等都是量子规律的宏观体现。

但是，这些应用“都是对量子宏观现象被动的观
测、被动的应用。我们现在想做的是通过自下而上、
人工的、主动的量子调控，给大家带来更大的突破。

举个例子，现在慢慢进入到实用化阶段的量子通信，
是可以实现无条件安全通信的一种方式。”陈宇翱告
诉记者。

量子纠缠是量子通信技术的基础，它最大的优越
性就是速度快、无法窃听、无法破译。“量子通信技
术是当今世界各国比拼的科技前沿技术，而由于有一
批像陈宇翱这样的科学家，中国已经成为量子通信领
域的世界劲旅。”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院士在为陈宇翱
颁奖时，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

谈及自己在量子领域的梦想，陈宇翱说，有一
天，我手中要操纵上万个原子，而且每一个会精准地
按照我的意志排列，形成不同的晶体格式，这样的
话，复杂的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就得以形成。“希望
未来能够在中国建设世界领先的量子物理中心，我们
朝着这个梦想已经付出了也将继续付出比别人更多的
努力。”

享受探索乐趣

目前的陈宇翱，来往穿梭在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大
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大上
海研究院之间，主要从事基于光子和超冷原子操纵的
可拓展量子信息处理的研究。

他的生活就像定好了的时钟：早餐后，来到办公
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午饭和晚饭是他和家人相聚的时
间，晚上8时，他带着笔记本电脑回到家里，继续工
作到深夜。

“物理学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是12小时，我很享受
这种工作状态。”陈宇翱微笑着说。

“做科研要禁得住喧哗，耐得住寂寞”。陈宇翱的
性格偏沉静，偶尔烦躁的时候，他就去散步，或者找
朋友天南海北地聊，自我放松后，很快又能回到平静
的状态。陈宇翱近影陈宇翱近影

量子通讯卫星服务示意图量子通讯卫星服务示意图量子通讯卫星服务示意图

信息传送无法破译 速度比光速快万倍信息传送无法破译 速度比光速快万倍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雅

典间谍从波斯帝国带回一条写满了杂乱无章
的希腊字母的腰带，当他把腰带呈螺旋形缠绕
在一根特定直径的木棍上时，这些字母神奇地
成了一段可读的文字。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密
码情报。

两千多年来，密码成为人们保护信息的主要手段。原
初的木棍，也经历了人工加密、机器编码、计算机编码等等
升级换代。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密码能保证不被破
解。当西方“棱镜门”、“苹果门”等信息安全事件一出接一
出地上演时，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人们不禁
会问：有没有一种绝对不被破译，信息绝对安全的通信方
式？

日前，我国成功将量子保密传输的安全距离扩至 200
公里，创下新的世界纪录，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接过现代量子
理论运用的接力棒，引领着现代通信技术实现从电子通信
到量子通信的革命性跨越。

量子通信有多“神”

量子，是微观物理世界中的最小单位。听起来很神秘，
它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比如常见的光，就是由大量的
光量子组成。在现代科学认知中，几乎任何已知事物都是可
测的，即物质的状态是确定的；而在量子的世界里，某些物
质则可以同时处于多个可能状态的叠加态。

我们来想象一下，在微观领域里，量子像一粒骰子，处在
不停的旋转中，各个面都可能朝上。只有在被观测或者测量
时，它才会停下来，随机呈现出一个朝上的面。但是，这种测
量本身意味着干涉，意味着原先的待测状态遭到破坏而发生
改变。

就是基于这一原理，不同于现有电子通信普遍采用的数
学计算产生密钥，科学家们运用具有量子
态的物质作为量子通信的密码。这一看似
微小的变化，使密钥的安全性产生了彻底
变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郭光灿打比
方说，量子密钥在量子通信中的作用比
古代人用火漆封信封更彻底——一旦有
人试图打开信件，量子密钥会让信件自
毁，并让使用者知晓。

而要将这种密钥传递出去，科学家
还用到了量子理论的另一特性——量子
纠缠效应。纠缠，是一种被爱因斯坦称为

“幽灵般的超距离作用”的量子相互关联
现象：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量子，即
便它们隔着一个太阳系，只要一个量子
发生变化，另一个量子就会立刻发生相
应变化，就像一对彼此存在“心灵
感应”的孪生儿一样。根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教授率领
的 团 队

所作实验，两个量子间的传递速度至少是光速的1万倍，时延几乎为零，
从而实现了最快通信。

与现代通信手段不同，只要制造，并操控好这对相互纠缠的量子，这种
绝对安全、超光速的，且不存在任何电磁辐射污染的量子通信就能够实现。此
外，量子通信还能实现远距离通信。有科学实验证实，量子隐态传输能够穿越

大气层，进行星际联络。

我国进展有多快

从 1993 年美国科学家提出量子通信的概念至今，西方发达国
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量子通信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单光

子探测器、量子密钥分发产品、纠缠源等产品研制大步迈进，量
子通信的距离和速率等都有了飞跃式提升。

在这场国际化竞争中，我国尽管属于后来者，但起点
高，进展快，在应用研究的多个方面已经领跑世界，其中在

城域量子通信关键技术方面已达到产业化要求，产业化
预备与欧美处于同等水平。

2004 年以来，在对量子信息处理的核心资源
——多量子纠缠的制备与操纵方面，我国先后实

现了5光子、6光子和8光子纠缠，数次创造了纠
缠光子数目的世界纪录。

这种对核心资源的处理能力，让我国在
量子通信实际应用方面走得更快。就在两

周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团
队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以及清华大

学科研人员合作，成功将量子保密传
输的安全距离扩至 200 公里，创

下新的世界纪录。
早在 2008 年，我国就建

成光量子电话网，实现了“一
次一密”加密
方式的实时网
络通话。世界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46 节点的
量子通信试验
网，则于 2012
年在安徽省合
肥 市 建 成 投

用，通信准确率
达到了 99.6%，这标志

着我国在大容量的量子通信
网络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关键突

破。去年，我国两千公里量级的城际光纤
量 子 通 信

骨干网工程——“京沪干线”上马。
《自然》杂志曾评论称：“在量子通信

领域，中国用了不到 10年时间，由一个不
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

应用前景有多广

专家预计，作为保障未来信息社会通
信安全的关键技术，未来 10年内，量子保
密通信有望走向大规模应用，在电子政
务、电子商务、电子医疗、国防军事、生物
特征传输和智能传输系统等各领域大显
身手。

当然，这还需要其在产业化和广域量
子通信网络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那么，这种产业化是否意味着量子通
信技术将走一条全新的路线呢？郭光灿认
为，量子通信极强的保密性是基于量子密
钥技术而实现的，密钥也是基于量子的特
殊性而研发的，而其他通信方面的技术与
传统经典通信差异不大。从目前的实际应
用来看，将量子通信网络与现有电子通信
网络进行融合是最优的发展战略。

而在构建广域乃至全球范围的量子
通信网络体系方面，从各国战略计划看，
无论是美国政、企、校联合展开研制的量
子互联网，还是欧盟联合12成员国发展的
基于量子中继和卫星的自由空间量子通
信链路，亦或是日本计划的到2040年建成
极限容量、无条件安全的量子通信网络，
各国誓要抢占量子通信未来制高点的意
图已经明朗。

按照计划，2016 年，我国将先于欧美
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020
年实现亚洲与欧洲的洲际量子密钥分发，
2030 年建成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

据量子卫星工程常务副总工程师兼
卫星总指挥、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王建
宇研究员介绍，量子卫星将装载我国自主
研发的星地量子通信设备。它能产生并发
送光子，地面系统则负责接收。这种“发
球、接球”需要解决超高精度的瞄准、捕获
和跟踪难题，仿佛在空间尺度下、在穿越
大气层后“针尖对麦芒”。

可以预期的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
将彻底告别信息泄漏了。当然，这不包括

你主动分享的那
一部分。

﹃

﹄

林
莉
君

从神话迈向实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