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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有啥用？
系列成果赢得巨大国际声誉，我国在量子通

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
位，多国科研团队申请加入。

随着“墨子号”的全部既定科学目标提前完
成，这个项目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也开启了全
球化量子通信、空间量子物理学和量子引力实验
检验的大门。

潘建伟介绍，他的研究团队正与欧洲量子通
信团队合作进行洲际量子密钥分发，目前已顺利
完成和奥地利格拉茨地面站的对接测试，正在开
展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即将具备洲际量子保密通
话的条件。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团队也申请
加入。

同时，研究团队正在致力实现量子通信与经
典光通信相融合的安全信息传输。换句话说，就
是让量子保密技术与目前使用的传统通信网络
无缝链接。

未来的目标还有很多：构建完整的空地一体
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引领地位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下一代国家信息安全生态
系统，探索对广义相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基
本原理的检验……

“墨子号”取得的系列成果，赢得巨大国际声
誉，聚合效应已经显现。“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
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
位。”白春礼评价，为我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科
技创新制高点，成为国际同行的标杆，实现了“领
跑者”的转变。

据了解，“墨子号”量子卫星是中科院空间科
学先导专项在“十二五”期间支持的 4颗科学卫
星之一，另 3颗卫星也都已成功发射。“悟空”暗
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
星、“慧眼号”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均获得了
大量科学数据，相关科学成果将陆续发布。

“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力争使我国在基础
科学研究领域实现更多的重大突破，同时带动航
天技术的发展，为将我国早日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做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白春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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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号”提前实现目标
中国量子通信领跑全球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称其为“里程碑”成果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 董瑞丰

徐海涛）中国科学院 10 日凌晨宣布，“墨
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用 1 年时间提
前实现了既定 2 年完成的科学目标。中
科院院长白春礼说，系列成果赢得巨大
国际声誉，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
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
地位。

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以及
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是“墨子
号”最新实现的科学目标。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完成上述重
要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自然》。

据了解，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采用卫星发射量子信号、地面接收的方
式，“墨子号”量子卫星过境时，与河北兴
隆地面光学站建立光链路，通信距离为
645公里至 1200 公里。卫星上量子诱骗
态光源平均每秒发送 4000 万个信号光
子，一次过轨对接实验可生成 300千比特
（kbit）的安全密钥，平均成码率可达1.1千
比特／秒（kbps）。

潘建伟介绍，这一成果为构建覆盖全
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可靠的技
术基础。以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为基础，将
卫星作为可信中继，可以实现地球上任意
两点的密钥共享，将量子密钥分发范围扩
展到覆盖全球。

《自然》审稿人表示，星地量子密钥分
发成果是“本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实验采用地面发
射纠缠光子、天上接收的方式，“墨子号”
量子卫星过境时，与海拔5100米的西藏阿
里地面站建立光链路。地面光源每秒产

生8000个量子隐形传态事例，地面向卫星
发射纠缠光子，实验通信距离为 500公里
至 1400公里，所有 6个待传送态均以大于
99.7％的置信度超越经典极限。

潘建伟介绍，假设在同样长度的光纤
中重复这一工作，需要3800亿年才能观测
到1个事例。这一成果为未来开展空间尺
度量子通信网络研究，以及空间量子物理
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等研究奠定了可
靠的技术基础。

《自然》审稿人表示，这些结果代表了
远距离量子通信持续探索中的重大突破。

人类能造出不可破解的密码吗？量
子通信给出的答案是——能。

向身处遥远两地的用户分发量子密
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采用一次一密的严
格加密，这是目前理论上不可窃听、不可
破译的通信方式。中国科学院日前传来
最新消息：“墨子号”卫星上天一年，已提
前完成既定科学目标，将“绝对保密”的量
子通信从理论向实用化再次推进了一大
步，并为我国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
技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在量子通信研究领域保持着领
跑优势，但竞争日趋激烈。”中科院院长
白春礼院士说，美国已经发布了新的量子
科研计划，欧盟、日本也在加紧研究，在新
一轮的科研比拼中，科研工作者将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艰苦奋斗、勇攀高峰。

据新华社成都8月10日电 记者从四川省政府新闻
办获悉，截至10日 12时，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已致20
人死亡，431人受伤，其中重伤18人。

重伤人员中 17人已转移至成都、绵阳救治，1名重
症伤员暂在松潘县医院救治。431名受伤人员中，369
名为九寨沟县境内受伤人员，62名伤员为松潘等县出
现的伤员。

地震发生后，各方聚力前行，地震灾区道路交通、转
移安置、灾险排查等工作加快推进。九寨沟灾区道路次
序井然，车辆畅通有序。据四川省公安厅统计，截至10
日 13时，阿坝州公安交警部门已累计向松潘、广元、平
武、甘肃文县方向转移疏散滞留车辆 13116辆，转移游
客、务工人员约7.1万人。据阿坝州民政部门初步统计，
截至10日 16时，转移安置震区当地群众9000多人。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获取首批九寨沟地震灾
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星影像，这批影像图已紧急
送至国家和四川有关救灾部门，用于指挥决策和抢险
救灾。

新疆精河地震灾区
进入灾后重建阶段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8月 10 日电（符晓波

刘兵）记者从新疆精河县了解到，截至 10 日 18
时，精河县 6.6 级地震共造成 32 人受伤（3 人重
伤）、307 间房屋倒塌，5469 间房屋裂缝受损，
213处院墙和 153座畜圈倒塌、6处路面受损。

目前一线抢险救援工作已告一段落，相关部
门已全力进入灾后重建及保障工作中。

记者在地震灾区了解到，此次抢险救援工作
中，消防官兵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
先后对 6个自然村逐村逐户展开排查搜救工作，
对倒塌的 307处房屋全部实行了搜索、疏散群众
300余人，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目前，当地已通过搭建救灾帐篷、腾挪幼儿
园、学校、村级文化阵地、就近安置在亲友家等多
种方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0500人。

受灾区域通信、供水、供气、供电正常，震
区公路交通通行恢复正常。受灾群众临时安
置点中，水、米、面、油、帐篷、医药品等救援物
资充足。

四川震区7.1万滞留人员安全疏散
地震造成20人遇难431人受伤

8月10日，救援人员在九寨沟直升机场接运伤员。 新华社发

这项研究有多牛？
传统的信息加密技术，依靠的是计算的

“复杂性”，但再复杂也会被破解。用量子做
成“密钥”来传递信息，加密内容不可破译。

8月 10日凌晨，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彭
承志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等单位宣布，

“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从卫星到
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
隐形传态。

这是继今年 6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
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后，
我国科学家利用“墨子号”实现的又两项重大
突破。

什么是量子密钥？这得从量子特性和传
统信息加密技术的“瓶颈”说起。作为最小
的、不可再分割的能量单位，量子具有不可克
隆、“测不准”等特性。用量子做成“密钥”来
传递信息，窃听必然会被发现，且加密内容不
可破译。

传统的信息加密技术，依靠的是计算的
“复杂性”，但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飞速提
升，再复杂的加密算法也“很快”会被破解。
基于“量子密钥”的量子通信，则是一种“原理
上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也为破解信息加
密“瓶颈”提供了解决方案。

去年 8月升空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为通过太空“量子传密”提供
了可能。实验表明，在 1200 公里通信距离
上，星地量子密钥的传输效率比地面光纤信
道高 1万亿亿倍，卫星平均每秒发送 4000万
个信号光子，一次实验可生成 300 千比特
（kbit）的密钥，平均成码率达1.1千比特／秒
（kbps）。

星地量子隐形传态是“墨子号”的另一个
重大科学目标。“墨子号”过境时，与海拔
5100米的西藏阿里地面站建立光链路，地面
光源每秒产生8000个量子隐形传态事例，从
500 公里到 1400 公里的距离向卫星发射纠
缠光子。实验表明，所有 6个待传送态均以
大于99.7％的置信度超越了经典极限。

潘建伟院士说，至此，“墨子号”三大既定
科学目标均成功实现，为我国未来继续引领
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和空间尺度量子物理
基本问题检验前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过程有多难？
星地之间的量子联通，好比在万米高空往地面

的一个存钱罐里扔硬币，需要准确地将硬币掷入储
蓄罐的狭小入口。

量子通信如何实现安全、长距离、可实用化，是
最大的挑战，全世界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为之奋斗了
几十年。

最直接的方式是光纤传输。但由于量子很“脆
弱”，用光纤传输的距离有限：量子通过地面光纤传
输的损耗很大，也不能像传统通信一样进行“信号
放大”。

“光信号经过外太空的损耗很小，可以扩展量
子通信距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师王建宇说，同
时，由于卫星具有方便覆盖整个地球的独特优势，
是在全球尺度上实现超远距离实用化量子密码和
量子隐形传态最有希望的途径。

从本世纪初以来，这个方向就成为国际学术界
激烈角逐的焦点，但难度也非常大。王建宇曾打过
一个比喻：星地之间的量子联通有多难？就好比在
万米高空往地面的一个存钱罐里扔硬币，需要准确
地将硬币掷入储蓄罐的狭小入口。

潘建伟团队的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沿。对于
此次公布的成果，《自然》的物理科学主编卡尔·济
耶梅利斯用“非常兴奋”来形容：研究团队用相互纠
缠的光子安全传送了至关重要的量子密钥，“量子
密钥是保障通信极高保密性的关键”。

“这一成果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
络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潘建伟说，以星地量子
密钥分发为基础，将卫星作为可信中继，可以实现
地球上任意两点的密钥共享，将量子密钥分发范围
扩展到覆盖全球。“将卫星、地面站和城际光纤量子
通信网互联，可进一步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
保密通信网。”

“这些结果代表了远距离量子通信持续探索中
的重大突破”，《自然》杂志审稿人评价。

卡尔·济耶梅利斯说，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意味着
潘建伟团队顺利完成了三项量子实验的展示，这些
实验将会是全球任何基于空间的量子网络的核心组
成部分。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将器官移植损伤降至最低
中山大学破解世界性难题
据新华社广州8月10日电（记者 肖思思）中山大学10日发

布消息，该校何晓顺团队已成功实现两例“不中断血流”肝移植，
破解了器官移植领域的一项世界性难题。

器官移植技术问世63年以来，移植过程中的缺血损伤这一
核心问题一直以来未得到解决，不仅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也成
为器官移植发展的“技术天花板”。

为了提高器官移植的疗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器官移植科学术带头人何晓顺团队从数年前开始致力于自主研
发“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这种“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可在手
术前模拟人体的机制，为器官提供血液，从而提高器官功能。其
过程是：摘取器官前，医生先将连接肝脏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
能修复系统”，在断掉原有血液供应的同时，由“多器官功能修复
系统”替代人体的供血机制，从而实现平稳过渡。供肝植入移植
受体时，将受体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在由受体的
血液循环系统“接管”的同时，将机器撤离。在这个过程中，肝脏
里的“血一直是热的”。这项新技术未来还可延伸至心、肺、肾等
的移植上。

中国器官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学浩认为，这项技术
是对现有器官移植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可以预见，该技术将使
器官功能得到最大的保护，器官的损伤将降至最低，甚至有可能
降低排斥反应的发生，将能极大改善器官移植受体的疗效。

北京启动网络食品
经营企业备案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 毛伟豪）今后，在京注册的
网络食品经营企业获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须到
北京市食药监局办理备案。这是该局近日出台的《网络食品经
营备案事项办理规程》提出的新监管要求。

北京市食药监局食品市场处副处长李洋表示，《规程》将企
业备案事项确定为即时办理项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和
自建网站开展食品经营活动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网上申报备案
信息后，向相应的备案办理部门提交材料，材料审核通过，当场
就可以完成备案事项办理，通过备案的网络食品经营企业信息
将在市食药监局网站公布。这有利于监管部门掌握网络食品经
营动态，优化监管方式，同时也便于消费者进行查询和监督，更
好地保障网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记者从北京市食药监局了解到，按《规程》要求办理备案的
企业，既有京东、亚马逊、美团、百度这样的第三方电商平台和订
餐平台，也有例如呷哺呷哺、吉野家、必胜客等自建网络平台的
餐饮服务单位。

川陕甘三省共建
大熊猫国家公园

据新华社成都8月10日电（记者 吕庆福）记者10日从四川
省林业厅获悉，《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获得国家正式
批复。

《方案》将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野生大熊猫种群高密度
区、大熊猫主要栖息地、大熊猫局域种群遗传交流廊道合计 80
多个保护地有机整合划入国家公园，总面积达 27134 平方公
里。其中，四川境内面积20177平方公里，主要涉及绵阳、广元、
成都、德阳、阿坝、雅安和眉山七个市州。

根据《方案》，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的面积超过
14000平方公里，占全省栖息地总量的七成以上。这些栖息地分
别属于岷山片区和邛崃山－大相岭片区。划入部分在功能分区
上主要分为三大板块：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和科普游憩区。

社会办医院数量6年翻番
多项政策支持促便利就医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 邓华宁 王宾）来自国家卫

计委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4月底，全国社会办医机构 44.4 万
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45％；社会办医院1.69万家，占医院总数
的57.2％。2011年至今，社会办医院数量翻一番。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介绍，全国卫生计生
系统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进入医疗领域的政策环境，取得
了良好成果：累计支持社会办医创建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
28个，投入项目经费 1.4亿元。将一批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纳
入到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建立区域注册制度，截至目前，全国共
有6.6万名医师多机构执业，其中到社会办医的占69.6％。

为了深化“放管服”改革，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出台《关于深
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疗领域投资活力的通知》，推出了 10项
重点改革，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取消养老
机构内设诊所的审批；全国3715个开设医疗机构、医师、护士注
册的政务服务大厅全部联网注册；对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设
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等。

2016年12月10日，在西藏阿里观测站，“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境，
科研人员在做实验（合成照片）。 新华社发

一个月9天超40℃
山西熬过“最热7月”

新华社太原8月10日电（记者 马晓媛）记者从山西省气象
局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刚刚过去的7月，该省平均气
温达到 25.1℃，有 9天出现了 40℃以上高温天气，成为有记录
以来的最热7月。

山西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正研级高工王志伟介绍说，7月全
省平均气温 25.1℃，较上年同期偏高 1.7℃，较常年同期偏高
1.5℃，是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省气象台陆续建站以来有记
录的历史最高值。

气象数据显示，7月份山西高温天气频发，高温范围大、持
续时间长、强度大。其中，有 24天出现 35℃以上高温天气，22
天出现 37℃以上高温，有9天超过了40℃。全省 108个站点中
有 24站月均温突破历史极值，有 16站月极端最高气温突破历
史极值。

王志伟表示，7月高温天气使山西部分地区干旱一度发展，
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7月份山西境内农作物正处于旺盛
生长期，上中旬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全省大部出现不同程度旱
情，虽然下旬强降水有效缓解前期旱情，但大同、运城和晋城部
分地区降水偏少，旱情或将持续，需加强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