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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2015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代表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
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万众
期待中揭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彭承志、陈宇翱、陆朝阳、陈增
兵为主要完成人的“多光子纠缠及干
涉度量”团队获此殊荣。

昨日，面对殊荣，潘建伟接受市
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次获奖，是对我们多年来深耕
在量子领域的肯定。当然这还远远
不够，未来还有更难啃的‘硬骨头’。”

□刘爱华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像孙悟空“筋斗云”一样
瞬间传输

有人说，我们的现代文明，从电脑
到激光，从核能到生物技术，几乎没有
哪个领域不依赖量子理论。量子理论
到底是什么？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哪些改变？

量子有着诸如未知量子态不可复
制、量子非定域性等不同于宏观物理世
界的奇妙特性，若能掌握这些特性，则
有望实现对信息处理能力革命性的突
破。例如量子具有叠加性，如果能制造
出100个粒子相干操纵的量子计算机，
在某些问题方面的处理能力将会比目
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还快
百亿亿倍。

《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
就能越过十万八千里，明朝的作家吴承
恩怎么也不会想到，几百年后科学家，已
经在微观粒子的层面上实验验证了“筋
斗云”这种超能力的可实现性。利用量
子纠缠发展出的量子隐形传态，可以将
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
点，就像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样，可以实
现从A地到B地的瞬间传输。

“在学术问题上
我们经常‘吵架’”

2008 年，潘建伟带领在德国的团
队整体回归中国科大，而其他分布在世
界各地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国，以陈宇
翱、陆朝阳、张强、赵博等为代表的一批
优秀的青年学者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研
究团队。

潘建伟团队的成果8次入选两院院
士评选的“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新闻”，1次
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技亮

点”，3次入选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
物理学重大进展”，3次入选美国物理学
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

从十年前不起眼的国家发展为现在
的世界劲旅，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
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多的成果？“有好的机
遇”，彭承志谦虚地说，“兴趣决定我们到
底能走多远，坚持让我们时刻准备着”。
遇到过困难吗？“困难经常有”，刚完成博
士论文时，潘建伟觉得光子纠缠的方向
已经没法再深入了，“当时很困惑”，然而
坚持下来，却是柳暗花明。

争论是这个团队的常态，团队成员、
菲涅尔奖得主陈宇翱说，“在学术问题
上，我们经常‘吵架’”。潘建伟说，“我随
时准备改变我的想法，团队的开放包容
和紧密合作才能促进各自的成长”。“我
们没有工作日和周末之分”，陈宇翱笑
言，“有时候为了一个实验数据，可能会
工作到深夜两三点”。只有当一个大的
突破做出之后，才能陪家人出去走走，既
是一种放松，也是对家人的补偿。

“通过科学研究
进一步提升国力、造福人类”

昨日采访中，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记者了解到，在门厅入口的墙壁上，醒目
地镌刻着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生前的一
段话：“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
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
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
未摆脱贫困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
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这
也是潘建伟的家国情怀，他始终不忘一
点，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相连的，当
年毅然回国，就是想“通过科学研究进一
步提升国力、造福人类”。

据悉，团队牵头承担的中科院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将于今年发射，届时可以实现高速星地
量子通信、并连接地面的城域量子通信
网络，初步构建我国广域量子通信体
系。同时，团队牵头承担的千公里光纤
量子通信骨干网工程“京沪干线”项目
正在稳步建设，将于今年年底前后建成
连接北京、上海的广域光纤量子通信网
络，将推动量子通信技术在国防、政务、
金融等领域的应用。

对话潘建伟：
“科学研究不仅要仰望星空，
也要脚踏实地”

潘建伟团队有着明确的科研路线

图,谈及团体与此次获奖，潘建伟有着

怎样的回答？

记者：量子物理对于普通市民来

说，还是比较陌生与遥远，量子隐形传

态听起来很神秘，您简单地描述一下这

项研究。

潘建伟：如果我们带着一个保险

箱去北京开会，而保险箱的钥匙落在

合肥了，在合肥的同事，可以通过量子

隐形传态，将钥匙的每一个特征都精

确传送到北京，而在此过程中他并不

掌握这把钥匙的任何信息，这是不可

想象的。

记者：对于科学研究，以及团队未

来，有何思考？

潘建伟：科学研究不仅要仰望星空，

也要脚踏实地。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

样，用一火车的东西去换人家一皮包的

芯片。我们不仅要关注原始创新也要鼓

励成果转化，为国计民生做些事情，让普

通老百姓享受科技带来的利益。我们的

团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中科大研究团队
多项成果获二等奖

星报讯(刘爱华 星报记者 俞
宝强) 中科大吴枫教授、李厚强
教授研究组围绕图像非均匀计算
理论和方法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
究工作，阐明了图像在信号、特征、
语义等空间具有不同形式的非均
匀性，揭示了刻画时空相关各向异
性的计算关系，发现了适应感知差
异性的计算机理，提出了适合非线
性多模态语义相似性的计算模型，
为提高图像计算能力、带动计算机
图像处理学科发展，开辟了非均匀
计算新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已转
化为实际产品推进产业升级。鉴
于在“图像非均匀计算理论与方
法”方面的突出贡献，该研究团队
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此外，该校王均教授、姚雪彪
教授与中山大学合作者完成的“恶
性肿瘤转移的调控机制及靶向治
疗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马宏昊教授与
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合作者
完成的专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再空缺
屠呦呦未被推荐

昨天上午，党中央、国务院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15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这是
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十五年举办同
样的盛会，足见国家科技奖“成色
之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

“成色”最高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今
年却再度空缺。

这是继 2004 年之后，国家最
高科技奖第二次出现空缺。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国家科技
奖共分五大类：最高科技奖、国家
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奖。
其中，最受瞩目的自然是国家最高
科技奖。该奖须报请国家主席签
署，并由国家主席颁发证书和奖
金，奖金为500万元人民币。相比
之下，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
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奖金就
少得多：一等奖为20万元，二等奖
为10万元，特等奖为100万元。

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的屠呦呦，为何未能获评国
家最高科技奖？

“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严格按
照评选程序办事。”据国家科技奖
励办负责人透露，在 2015 年度国
家最高科技奖评审过程中，没有个
人或单位推荐屠呦呦。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8日
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
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第一完成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
校长潘建伟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
295 项成果和 7 位外籍科技专家。国家
自然科学奖42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
奖4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

奖1项、二等奖6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187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7项、
二等奖167项；授予7名外籍科技专家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中科大团队获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孙悟空“筋斗云”不再是神话
物质传输瞬间可从A地到B地

陆朝阳(左)和潘建伟(右)（图片由中科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