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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凌晨，被命名为“墨子号”的中国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开启星
际之旅。它承载着率先探索星地量子通信可能性的使命，并将首次在空
间尺度验证量子理论的真实性。

在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看来，如果说地面量子通信构建
了一张连接每个城市、每个信息传输点的“网”，那么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就
像一杆将这张网射向太空的“标枪”。当这张纵横寰宇的量子通信“天地
网”织就，海量信息将在其中来去如影，并且“无条件”安全。

最高法：重大行政案件庭审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 罗沙）记者 16 日从最高人民

法院获悉，最高法近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
干问题的通知》提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
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此刻，量子卫星已在太空轨道上翱
翔。而它最初的构想，始于十几年前。

2001 年，31 岁的潘建伟从欧洲回国，
在中科大组建了量子信息实验室。2003
年，当大多数人仍致力于在实验室内部的
原理性演示时，潘建伟和同事们已经萌生
了“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的初步构想，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正是这个构想中的
关键节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围绕这
一远景目标，潘建伟团队开始了十余年的
技术积累。他带领团队在自由空间量子
密钥分发、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
实验等方面不断取得国际领先的突破性
成果。

2005 年，潘建伟团队在世界上第一次
实现 13公里自由空间量子通信实验，证实
光子穿透大气层后，其量子态能够有效保
持，从而验证了星地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随后，他们又不断创造“传奇”：16 公
里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百公里级自由
空间量子通信、星地量子通信的全方位地

面验证实验……为星地量子通信打下了
坚实基础。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在量子通信
领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劲旅。而这
十多年间，从构想、攻关、立项到突破，人
类历史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终成现实。

潘建伟说，“墨子号”发射以后，如果
效果达到预期，下一步还计划发射“墨子
二号”“墨子三号”。“单颗低轨卫星无法覆
盖全球，同时由于强烈的太阳光背景，目
前的星地量子通信只能在夜间进行。要
实现高效的全球化量子通信，还需要形成
一个卫星网络。”

未来，一个由几十颗量子卫星组成的
“璀璨星群”，将与地面量子通信干线“携
手”，支撑起“天地一体”的量子通信网。

到 2030 年左右，中国力争率先建成
全球化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在此
基础上，构建信息充分安全的“量子互联
网”，形成完整的量子通信产业链和下一
代国家主权信息安全生态系统。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8月16日电

诉请北大返还捐赠物未获支持
季羡林 2009 年 7 月去世后，其子季承与北

京 大 学 关 于 季 老 遗 产 归 属 问 题 一 直 纷 争 不
断。2012 年 8 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
受了季承起诉北大的立案材料。时隔 4 年，法
院终于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季羡林曾于 2001 年 7 月与
北大签订一份捐赠协议书，约定将属于其个人
所藏的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及其他
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2009 年季羡林先生去世
后，其子季承于 2012 年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称，2008 年，季羡林书嘱“全权委
托我的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据
此，其主张北大返还以上物品共649件。

北京大学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
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或
者经过公证的赠予合同，不适用可撤销的规
定。季承提出“返还原物”没有依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季承作为季羡林全权委
托的受托人虽有权提起诉讼，但因季羡林与北
大签订的捐赠协议已成立并合法有效，且属于
公益性质的捐赠，即便季羡林本人都不能撤
销。除非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解除，才能终止该
合同。鉴于双方已经诉讼至法院，显然没有达
成解除合同的合意。

法院认为，季承作为季羡林的全权受托人
只能按照委托人的真实意思实施委托事务。
季羡林本人经过深思熟虑签订捐赠协议，其直
至逝世都未明确表示要撤销。据此，法院对季
承以书嘱受托人身份要求北京大学返还原物
的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法院的判决，季承当庭表示上诉。

庭审聚焦三大焦点问题
“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季羡林与北

大间的捐赠协议是否有效？”“捐赠协议是否已
经撤销？”庭审结束后，针对双方争议的三大焦
点问题，本案审判长丁宇翔作了解答。

焦点一：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

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
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
同。季羡林先生与季承的约定内容是由季承概括处理季羡林先
生的事务，季羡林先生是委托人，季承是受托人。一般而言，委托
人或受托人死亡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根据
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季羡林先生作为文化巨人，逝
世后应有很多生前以其名义开展的具体事务需后续处理，本案所
涉事项就属于这种情况。季羡林先生与季承的约定内容是由季
承处理季羡林先生的事务，季羡林先生是委托人，季承是受托
人。因此，季承有权提起诉讼。

焦点二：捐赠协议是否成立并有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
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
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季羡林与北大之间捐赠协议的当
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都是可以确定的，应认定合同成
立。此外，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
时生效。因此，季羡林与北京大学间的捐赠协议自成立时有效。

焦点三：涉案捐赠协议是否已被撤销？

我国合同法第 186 条规定，赠予人在赠予财产的权利转移之
前可以撤销赠予。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
赠予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予合同除外。法院据此认为，本案中
的捐赠协议，从捐赠目的、受赠人特点、捐赠物品属性来看，具有
公益捐赠的属性，即便季羡林先生本人也不得撤销。

证据显示，北大有关负责人曾于 2009 年 1 月在医院就捐赠事
宜向季羡林表示“这些字画最后怎么办听您的意见，尊重您的意
见。”季羡林先生回答：“这书，就归学校……那些藏画，慢慢再商
量……再考虑考虑。”法院审理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已生效合同，
双方必须有明确的、一致的意思表示。季羡林所说的“再考虑考
虑”，只表明其具有一定犹豫，但直到逝世，都没有明确表示要解
除协议。因此，本案捐赠协议并没有被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量子科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高
冷。但当它与信息技术相连，就与我们每
个人息息相关。当今社会，信息的海量传
播背后也充斥着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量
子科学则为信息安全提供了“终极武器”。

在物理王国里，量子理论是一个百岁
的“幽灵”，爱因斯坦也曾被它的“诡异”所
困扰。

在量子世界中，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处
在多个位置，一只猫可以处在“死”和“活”
的叠加状态上；所有物体都具有“波粒二
象性”，既是粒子也是波；两个处于“纠缠
态”的粒子，即使相距遥远也具有“心电感
应”，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会瞬时发生相

应改变……
正是由于量子具有这些不同于宏观

物理世界的奇妙特性，才构成了量子通信
安全的基石。在量子保密通信中，由于量
子的不可分割、不可克隆和测不准的特
性，所以一旦存在窃听就必然会被发送者
察觉并规避。

在量子通信的国际赛跑中，中国属于
后来者。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跻身
于国际一流的量子信息研究行列，在城域
量子通信技术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建
设完成合肥、济南等规模化量子通信城域
网，“京沪干线”大尺度光纤量子通信骨干
网也即将竣工。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将量子
科学实验送入空间，量子卫星的研制没有
任何经验可循，过程充满了困难和挑战。

科学家在量子卫星上搭载了自主研发
的“四种武器”：量子密钥通信机、量子纠缠
发射机、量子纠缠源和量子试验控制与处
理机。

同时，在地面建设了科学应用系统，
包括 1 个中心——合肥量子科学实验中
心；4 个站——南山、德令哈、兴隆、丽江
量子通信地面站；1 个平台——阿里量子
隐形传态实验平台。

卫星与地面站共同构成天地一体化

量子科学实验系统，在两年的设计寿命期
间将进行四大实验任务——星地高速量
子密钥分发实验、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实
验、星地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地星量子隐
形传态实验。

潘建伟介绍，实验大致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进行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密钥
分发，实现天地之间的安全通信，如果 4
个地面站任何两两之间都可以实现安全
的通信，即可实现组网；第二类相当于把
量子实验室搬到太空，在空间尺度检验量
子理论；第三类是实现卫星和地面千公里
量级的量子态隐形传输。

信息安全的“终极武器”

“四种武器”挑战四大实验任务

首次空间高速相干激光通信
试验将在量子卫星上开展
据新华社上海8月16日电（记者 王琳琳）16 日，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

制的空间高速相干激光通信载荷搭载量子卫星发射升空，将开展卫星与
新疆、北京地面站之间的高速相干激光通信技术验证。这将是我国首次
开展空间高速相干激光通信试验，标志着我国初步具备研制星间相干激
光通信载荷的能力。

空间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用于实现星间、星地高速数据传输，可克服高
分辨率卫星成像数据传输有限的瓶颈，是空间数据中继、星间组网的重要
手段，也是一项国内外航天界高度关注的前沿高科技技术。

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成功，有望
让量子通信真正进入广域传输时代；其“测不准”

“不可克隆”等特性，使得其传输的信息在理论上
永不会被解密。

不过，发射卫星只是一个起点，在“宏伟量
子大厦”中，量子京沪干线正在飞速搭建，天地
一体的广域量子网络倚马可待，市场应用不断
突破。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中国正在领跑。

今年以来，欧美纷纷提出“第二次量子革命”
计划，加大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投入。

今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量子宣言（草
案）》，计划于 2018 年启动 10 亿欧元的量子技术
项目。其中在量子通信方面，规划 5 年内突破
量子中继器核心技术，实现点对点安全量子通
信。10 年内实现远距离量子网络、量子信用卡
应用等，目标融合量子通信与经典通信，“保卫
欧洲互联网安全”。美国更是将“量子跃迁”作

为“6 大科研前沿”之一，认为人类正站
在下一代量子革命的门槛上，量子力学
正在导致变革性技术，必须加大投入促
进交叉性基础研究。

在 中 科 大 上 海 研 究 院 ，张 强 教 授 告 诉 记
者，他受邀参加了今年 5 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举 行 的 欧 洲 量 子 会 议，这 次 会 议 上 有 参 会 者
明 确 提 出，欧 洲 要 成 为 世 界 量 子 技 术 发 展 竞
争中的领导者，并提议建设类似于中国“量子
通信京沪干线”的项目。

发射全球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无疑确立
了我国在国际量子通信研究中的领跑地位。根
据我国量子通信发展规划，量子卫星发射以后，
今年底建成“量子通信京沪干线”，国内初步形
成广域量子通信体系。到 2030 年左右，中国率
先建成全球化的量子通信网络。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8月16日电

2016年8月16日1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
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简称“量子卫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六个问与答带你
了解神奇量子世界

“第二次量子革命”我们如何领跑

问：量子究竟是什么？
答：量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是能量的最基本携带者，不可

再分割。比如，光子是光能量的最小单元，不存在“半个光子”，同理，
也不存在“半个氢原子”“半个水分子”等等。量子世界中有两个基本
原理：

——量子叠加，就是指一个量子系统可以处在不同量子态的叠
加态上。著名的“薛定谔的猫”理论曾经形象地表述为“一只猫可以
同时既是活的又是死的”。

——量子纠缠，类似孙悟空和他的分身，二者无论距离多远都
“心有灵犀”。当两个微观粒子处于纠缠态，不论分离多远，对其中一
个粒子的量子态做任何改变，另一个会立刻感受到，并做相应改变。

问：世界上真有“绝对安全”的通信吗？
答：这得先说说通信中信息是如何被窃取的。传统光通信是通

过光的强弱变化传输信息。从中分出一丁点光并不影响其他光继续
传输信息，测量这一丁点光原理上就能窃取信息。

量子通信则完全不同！窃听者如果想拦截量子信号，并对其进
行测量，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携带密钥信息的量子态。根据量子“测不
准定理”，这种破坏必然会被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所发现。

是否可以不破坏传输的量子态，只截取并复制，再继续发送？
这已被“量子不可克隆定理”完全排除，于是也就保证了量子通信
的绝对安全。

问：“量子态隐形传输”意味着能实现《星际迷航》里的瞬间移动吗？
答：“量子态隐形传输”是基于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的特性，就是

甲地某一粒子的未知量子态，可以在乙地的另一粒子上还原出来。
其实传输的是粒子的量子态，而不是粒子本身。这种状态传送的速
度上限仍然是光速，也不是“瞬间移动”。

现在，在光子、原子等层面已经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输。电影里
“大变活人”在原理上是允许的，但目前还远远做不到。因为科幻电
影里人的传送，不仅需要把人的实体部分的大量原子、分子传送，并
且严格按照原来的相对位置重新排列起来，更何况重现意识和记忆
就更复杂了。

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也许未来我们还是可以实
现人的量子隐形传态，到那时星际旅行就不是梦啦。

问：将来机器会不会像《变形金刚》里一样被装上量子大脑，从而
取代人类？

答：所谓量子大脑，其实就是当今正在研制中的量子计算机。未
来的量子计算机可能会对人工智能起到极大的帮助，在数据搜索、分
析和处理方面提供远远超过目前经典计算机的运算能力。

机器人都是预先设置好程序的，而人是有意识和自由意志的。
研究发现，人脑中的思维机制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或许存在相似之
处。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未来可望创造出与人脑一样运行的人工智
能机器人。真到这种程度，机器与生物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
这目前还只是一种畅想，未来究竟怎样还得拭目以待。

问：量子技术什么时候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答：量子通信目前已经实现在金融、政务系统等中的使用。要让

每个人都用上，乐观的话需要 10 到 15 年。这需要对网络基础设施进
行改造，还涉及标准制定。到时候，个人的网上银行、手机支付、信用
卡等就再也不怕被盗号，“棱镜门”那样的泄密事件也不会发生了。

问：量子科学和技术究竟将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答：量子科学和技术其实已经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

活。我们目前正在广为使用的计算机、手机、互联网、时间标准和导
航，包括医院里的磁共振成像等等，无一不得益于量子科学和技术。

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广泛应用最终将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量子时
代，实现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安全的数据通信，以及更方便和更绿色
的生活方式。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8月16日电

新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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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季羡林之子季承诉北京大
学返还原物案16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季承全
部诉讼请求。季承当庭表示上诉。

季羡林先生与北大间的捐赠协议是否
有效？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季羡林先
生与北大间的公益捐赠缘何不能撤销？

美国“不先用核武” 安倍急了
《华盛顿邮报》15 日披露，美国总统奥巴马考虑赶在任期结束

前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这引起日本等美国盟国的担忧。
《华盛顿邮报》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专栏作家乔希·罗金在文

中写道，美国官员、多国外交官员及核问题专家透露，日本、韩国、
法国、英国等盟友已经对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构想私下向
美方表达忧虑，“尤其是日本”。美国两名政府官员透露，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近期”“亲自”向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表达担
忧，不过文中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东京方面称，一旦奥巴马宣布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一些国家的威慑力将下降，同时冲突风
险将增加”。美国官员说，奥巴马 9 月将最后一次作为美国总统出
席联合国大会，他打算当月宣布他的核政策。除了“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政策，奥巴马政府还考虑减少美国核武器现代化改造的财
政预算，同时呼吁禁止核武器实验，寻求 9 月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一项禁止核试验决议。 新华社特稿

还记得这样的场景吗？电影中，主人公走入一扇
“任意门”，瞬间就穿越来到另一个空间……

在量子世界里，这或许不是幻想。就在今天凌晨，
我国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新华社记者
采访了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中科院物理
所研究员吕力、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刘雄军，带你一起
走进神奇的量子世界。

深港通正式获批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 赵晓辉 谭谟晓）中国证监会

主席刘士余与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家成 16 日在京签署联合公告，原
则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建立深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这标志着深港通实施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