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1月 28日电 （记者

刘霞）丹麦和德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

《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他们携手

解决了一个困扰量子科学家多年的问

题——在两块纳米芯片上，首次同时控

制两个量子光源，并让其实现量子力学

纠缠。最新进展对量子硬件的突破性

应用至关重要，将促进量子技术发展到

更高水平，是计算机、加密和互联网加

速“量子化”的关键一步，将为量子技术

的商业利用打开大门。

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开发

稳定的量子光源，并实现量子力学纠

缠，也就是两个量子光源可远距离地立

刻相互影响。纠缠是量子网络的基础，

也是开发高效量子计算机的核心。

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玻尔研究所

彼得·洛达尔教授表示，其团队一直在研

究使用光子作为微传送器传输量子信

息。一个量子光源发射的100个光子所

包含的信息将超过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

算机所能处理的信息。使用 20—30 个

纠缠的量子光源，科学家们就有可能构

建出一台通用的纠错量子计算机。

但实现上述目标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从控制一个量子光源到控制两个量

子光源。因为光源对外界的“噪音”非

常敏感，因此很难复制。历经 20 年努

力，在最新研究中，洛达尔团队成功创

造出两个相同的量子光源，并开发出先

进的纳米芯片，对每个光源进行精确控

制，实现了量子力学纠缠。

最新研究主要作者、博士后阿列克

谢·蒂拉诺夫解释道：“纠缠意味着控制

一个光源，就可立即影响另一个光源，

使我们可创建出一个量子光源组成网

络，其中的所有光源相互作用，能以与

普通计算机中的比特相同的方式来执

行量子运算，从而获得当今计算机技术

无法实现的处理能力。”

两个量子光源首次实现量子纠缠
有 助 量 子 技 术 商 业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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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 28日电（记者

张梦然）光学活性半导体量子点是迄今

为止已知的最有效的自旋光子界面，尽

管进行了长达 10年的研究，但科学家仍

很难将其存储时间延长到几微秒以上。

在最新研究中，英国剑桥大学、林茨大学

和谢菲尔德大学研究人员证明，有一种

简单的材料可解决这个问题，将量子信

息的存储提高到一百微秒以上。研究成

果发表在近日的《自然·纳米技术》上。

量子点是由数千个原子组成的晶体

结构。这些原子的每一个原子核都有一

个与量子点电子耦合的磁偶极矩，并可

能导致存储在电子量子比特中的量子信

息丢失。新研究发现，在用具有相同晶

格参数的半导体材料构建的设备中，原

子核“感受到”相同的环境并表现一致。

结果是可滤除这种核噪声并在存储时间

上实现近两个数量级的改进。

研究人员称，这是一种全新的光学

活性量子点机制，可在其中关闭与原子

核的相互作用，并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聚

焦电子自旋以保持其量子态活跃。对

于量子点中的自旋，较短的相干时间是

应用的最大障碍，这一发现为此提供了

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解决方案。

在首次探索百微秒时间尺度时，研

究人员惊喜地发现电子只能看到来自原

子核的噪声，而不是设备中的电噪声。

另一件让研究人员感到惊讶的事

情是从原子核中接收到的“声音”。它

并不像最初预期的那么和谐，而且通过

进一步的材料改进，系统的量子相干性

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最令人兴奋

的事情之一是驯服一个复杂的量子系统：

十万个原子核与一个控制良好的电子自

旋强烈耦合。大多数研究人员通过消除

所有相互作用来解决将量子位从噪声中

分离出来的问题。他们的量子位变得有

点像被镇静了的薛定谔的猫，无论任何人

拉动它的尾巴，它都无法作出反应。而新

研究中的“猫”像是服用了强效兴奋剂。

量子点现在结合了高光子量子效

率和长自旋相干时间。在不久的将来，

研究人员设想这些设备能够为全光子

量子计算创建纠缠光态，并允许对核自

旋系统进行基础量子控制实验。

全新光学活性量子点机制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8日电 （实

习记者张佳欣）美国芝加哥大学分子

工程学院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类似变

色龙的建筑材料，它可根据外部温度

改变其颜色以及吸收或释放热量。在

炎热的天气里，这种材料可释放出高

达 92%的红外线热量，帮助冷却建筑

物内部；在较冷的天气里，这种材料只

发射 7%的红外线，有助于建筑物保

温。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自然·可持

续发展》杂志上。

这种建筑物的低能耗方法类似于

在冷的时候加一层，热的时候脱一层，

可在不消耗大量能源的情况下保持建

筑物的温度。

据估计，建筑物占全球能源消耗

的 30%，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

10%。大约一半的能源足迹归因于室

内空间的供暖和制冷。

研究人员此前已开发出辐射冷却

材料，通过增强发射红外线的能力来

帮助建筑物降温。红外线是人和物体

辐射的不可见热量。此外，还有防止

在寒冷气候下发射红外线的材料。

此次，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不可

燃的“电致变色”建筑材料，它包含一

个可呈现两种构象的层：保持大部分

红外线热的固态铜，或发射红外线的

水溶液。在任何选定的触发温度下，

该设备都可使用少量电力，通过将铜

沉积到薄膜中或剥离铜来诱导状态之

间的化学变化。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该

设备如何在金属和液体状态之间快速

且可逆地切换。研究表明，即使在

1800 个周期后，在两种构象之间切换

的能力仍能保持。

研究团队还创建了新材料在不

同城市的典型建筑中降低能源成本

的模型。他们报告称，在一栋普通的

商业建筑中，用于引起材料电致变色

的电力不到建筑总用电量的 0.2%，但

可节省建筑每年供暖和制冷消耗能

源的 8.4%。

我们通常理解的智能建筑，是利

用计算机或通信技术为住户提供管理

和服务，但其实，“智能”还可以体现在

建材和结构上。譬如本文的研究，通过

一种可切换的新材料为建筑物降温或

升温。不过，这种材料还需要后续一些

其他数据来佐证它的实用性，如自身成

本是否可控、长期效果是否稳定，以及

“电致变色”的安全性。但无疑，它是智

能建材领域的一项突破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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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28 日电 （记

者刘霞）英国《自然》杂志网站近日报

道，德国科学家已创造出迄今最短的

电 子 短 脉 冲 ，其 持 续 时 间 仅 为 53 阿

秒，速度之快足以让显微镜捕捉到电

子在原子间跳跃的图像。研究团队

表示，最新突破有望催生更精确的电

子显微镜，在原子尺度上捕捉清晰的

图像，还可加快计算机芯片中数据的

传输速度。

电子脉冲用于表示计算机内部的

数据或被电子显微镜用于捕捉图像，脉

冲越短，信息被传输的速度越快，研究

人员一直致力于尽可能缩短电子脉冲

的持续时长。

普通电路内的电场产生的电子脉

冲受限于电子在物质内振荡的频率。

一个电子脉冲至少需要持续半个振荡

周期，因为正是这种振荡周期为电子产

生了“推动力”。而光能以更高频率振

荡，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尝试使用短脉冲

光来触发电子脉冲。

2016年，研究团队创造了持续时间

仅为 380 阿秒的可见光闪烁。借助同

样的技术，该团队聚焦激光，从钨针尖

端剥落电子并将其打到真空中，获得了

持续时间仅 53阿秒的电子脉冲。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探测到的 53

阿秒电子脉冲甚至比引发它的光脉冲

还要短。根据玻尔的氢原子模型，这一

持续时间仅为氢原子中电子绕其原子

核运行一周所需时间的 1/5。

如此短的电子脉冲可使电子显微

镜及时聚焦于较短的切片上，类似于降

低相机的快门速度，从而更清晰地揭示

粒子的运动。研究人员称，如果利用此

次获得的阿秒电子脉冲创建电子显微

镜，不仅有足够的分辨率来观察运动中

的原子，甚至可看到电子在这些原子之

间是如何跳跃的。

仅持续53阿秒！迄今最短电子脉冲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