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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蛋
2五鹜子号’’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

分发，上海技物所贡献两台核心载荷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网站报道，2017年6月16日，中科院在中国科大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在中科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我国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

的量子纠缠分发，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实现了空间尺度下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在

空间量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相关成果于6月16日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Ⅸ科学》杂

志上。题为《(基于卫星的纠缠分发距离超过1200 km》的论文说，通过“墨子号”向地面发射光子，每对处于纠缠状态

的光子中的一个发向青海德令哈站，另一个发向云南丽江站，两个地面站之间的距离长达1203 km。这是世界上首次实

现千公里量级的量子纠缠。纠缠分发的两个光子就是通过上海技物所研制的两个核心载荷量子纠缠发射机和量子密钥通

信机发的。

如何证明和检验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远距作用”的量子纠缠这种奇特的量子力学现象?上海技物所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有效载荷科研团队在王建宇研究员的带领下，完成了空间载荷的工程化攻关，研制的量子纠缠发射机和量子密钥

通信机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另两个载荷一起将卫星上产生的量子密钥分发到光学地面上，对星地量子密钥分发进行验证；

通过量子纠缠和隐形传态实验对量子理论的完备性进行验证。其意义在于为空间量子科学实验提供了宏大平台，为今后

基于量子纠缠保密通讯的工程应用奠定了基础。

这次“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上搭载了量子纠缠发射机、量子密钥通信机、产生纠缠光子对的量子纠缠源、量

子实验控制与处理机共四个有效载荷和实现星地高速通信的激光相干通信机载荷。上海技物所作为载荷总体责任单位，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共同完成载荷单机的研制。本项工程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

中心总负责，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负责卫星平台研制。上海技物所不但牵头研制量子密钥通信机、量子纠缠发射机两

个光机主载荷，还参与了另外两个有效载荷的研制工作。目前不但完成了测试，确认了卫星可以满足空间量子科学实验

的需求，且圆满完成了规定任务。相关载荷关键技术的突破主要基于上海技物所在我国航天光电技术领域的长期技术积

累和科研人员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例如，这次“墨子号”应用了激光技术。由于激光是非常特殊的光源，信号极易

控制，甚至可以把一颗颗光子分离出来。在空间，其最大用处是用激光测环境，从激光回波中可以探测出二氧化碳浓度、

空气中的微型颗粒，这对治雾霾极有帮助。2007年， “嫦娥1号”上搭载了上海技物所制作的激光测高仪，这次也将

卫星激光技术运用到了“墨子号”上。再如，上海技物所发挥其光电技术优势，通过在“墨子”上将量子理论、激光技术

和航天工程完美结合，实现了“天地链路高精度跟踪和精确指向”、 “近衍射极限光量子发射和多源同轴配准”、 “偏振

态保持与基矢跟踪测量”等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墨子号印证了中国科技正从跟踪向引领跨越，上海技物所也在为实现科

技强国梦的征途卜越来越强。

大连理工大学在宽带光探测器研究上取得新进展
据科学网报道，近日，大连理工大学微电子学院副教授李晓干与佐治亚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生邹海洋

等人一起，在宽带光探测器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团队在硅和氧化锌纳米线两种半导体材料构成的光探测器上，设计了

特殊的金针菇云状的薄膜电极层，该结构能通过减少光的反射，极大地提高硅对近红外光的吸收。同时，通过施加外应力

作用在氧化锌纳米线上，在界面产生极化作用，提高光探测性能，其性能在近紫外442 nm波段的光响应提高了78％，

在1060 nm近红外区域的光响应也提高了20％左右，同时其测量极限和线性关系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团队利用该器件首次研究和发现了极化作用对界面处光激发的电子和空穴的不同影响，对完善相关理论和发展更优

良的光电器件具有重要意义。该工作发表在专业著名学术期刊(<先进材料》，李晓干副教授与邹海洋博士生等人以共同

第一作者的身份联合署名该论文工作。

宽带光探测器，是一种能将较大范围不同波长的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的电子器件，在通信系统、医疗、热成像、环

境监测和国防科技都有广泛的应用。硅作为重要的半导体材料，在半导体行业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硅对900 nm

以上的近红外光吸收不强，这极大限制了硅在宽带光探测器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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