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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墨子子””升升空空，，告告别别窃窃听听风风云云
世界首颗量子卫星搭载“四种武器”，挑战四大实验任务

8月16日凌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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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号”发射升空。这将使我我国在世界上首
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晓婉

截至8月15日下午，2016年
山东普通高校招生统一录取工
作圆满结束。8月16日，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录取工作情况，从发布会获
悉，2016年我省本专科集中录
取阶段共录取考生536967人
(含春季高考录取50901人)，录
取率75 . 64%。其中，本科录取
278553人，录取率39 . 24%。

16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普招处处长周光勇介绍，今年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709902人，春、夏季高考兼报
37364人。我省本专科集中录取
阶段共录取考生536967人(含
春季高考录取50901人)，从录
取层次上看，本科录取278553
人，专科录取258414人。

按照以上数据计算，今年
我省春夏两季高考本科录取人
数较去年增加了24932人，录取
率为39 . 24%，而去年我省本科
录 取 2 5 3 6 2 1 人 ，录 取 率 为
36 . 43%。由此看来，今年我省

本科录取率较去年增加了近
3%。这也是自2013年本科录取
率下降以来，首次止降回升。

记者梳理了近十年来的高
考本科录取率，发现自2006年
开始，本科录取率呈上升趋势，
从2006年的25 . 9 4%上升到
2012年的49 . 5%，近一半考生
可以上本科。但是,从2013年开
始，本科录取率连年下滑，平均
每年降低6个百分点，而今年本
科录取率开始回升。

本科录取率在回暖的同
时，记者发现，今年我省的本专

科录取率为75 . 64%，比去年下
降近4%。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在我省省域内的9所部属
高校或省属本科高校开展综
合评价招生试点，安排招生计
划754人。从录取结果来看，首
次综合评价招生试点效果显
著，共录取考生629人，录取率
达83%。

省招考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种招生模式更加注重人
才评价的综合性和多元性，高
中期间学习成绩、综合表现在

升学中的权重会越来越大，更
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规
律，有利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平稳过渡，有利于促进学生
个性选择、全面发展和健康成
长，有利于进一步扩大高校招
生自主权。

“有不少考生因综合素质
测试成绩优异而被录取，如山
东师范大学综合评价招生的
110名考生中，有22名考生的高
考成绩介于本科一批和本科二
批分数线之间。”上述负责人表
示。

今今年年我我省省近近四四成成考考生生能能上上本本科科
本科录取率四年来首涨，但本专科总体录取率降了4%

卫星激光器要瞄准
千里外的地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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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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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量子科学实验非常复
杂，对天地实验设备的要求也异
乎寻常地高。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坦言，卫
星研制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就
是有效载荷，“攻克了许多技术
难题才拿下”。

比如量子纠缠源，它只有机
顶盒的大小，作用却非常关键，
它能够产生纠缠光，这是量子卫
星在空中做各种实验的源头。平
时实验室里纠缠源的体积非常
巨大，研究人员不仅把它做到了
小型化，还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让
它实现了满足空间环境要求，在
国际上是首次实现。

量子卫星对精准控制的要求
也前所未有地高。量子卫星系统
总师朱振才介绍，量子卫星飞行
中，携带的两个激光器要分别瞄
准两个相距上千公里的地面站，
向左向右同时传输量子密钥，且
卫星上的光轴和地面望远镜的光
轴要始终精确对准，就好比卫星

上的“针尖”对地面上的“麦芒”。
科研团队进行了各种实验，

考验超远距离“移动瞄靶”能力，
最终突破了星地光路对准等关
键技术，通过平台和载荷两级控
制的方式，对准精度可以达到普
通卫星的１０倍。

“激光器一站对一站有人做
过，但一颗卫星对准两个地面站
国际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果成功
的话，在国际上也是首次实现这
么高精度的跟踪和地面站配
合。”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主任吴季说。

命名为“墨子”
提升我国文化自信

“关于这颗卫星的命名，我
们考虑了好久。”潘建伟说，最终
命名为墨子，缘起于已故著名教
育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老教授
钱临照。

据了解，钱临照作为老一辈
光学、科技史研究者，早年对墨
家经典著作《墨经》有过深入研
究，发现其中有不少与现代科学
知识相通的记载，比如墨子在

《墨经》中提出的“光学八条”。
“墨家逻辑是全球三大古老

逻辑体系之一，而逻辑体系是科
学的基础。”潘建伟说，墨子在两
千多年前就发现了光线沿直线传
播，并设计了小孔成像实验，奠定
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的基础。

“就像国外有伽利略卫星、
开普勒望远镜一样，以中国古代
伟大科学先贤的名字来命名全
球首颗量子卫星，将提升我国的

文化自信。”他说。

卫星中转可实现
全球量子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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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开始。要
实现远距离甚至全球量子通信，
仅依靠光纤量子通信技术是远
远不够的。”潘建伟说。

他解释说，因为量子的信息
携带者光子在光纤里传播一百
公里之后大约只有１‰的信号可
以到达最后的接收站，所以光纤
量子通信达到百公里量级就很
难再突破。但光子穿透整个大气
层后却可以保留８０％左右，再利
用卫星的中转，就可以实现地面
上相距数千公里甚至覆盖全球
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

在潘建伟看来，量子通信的
应用前景，就像电话的普及过程
一样，将逐步进行，蔚为可观。

“一开始，量子通信可能会应用
于国防、金融、政务、科学研究
等，之后会在大众中广泛应用。”
要让每个人都用上，乐观的话需
要10到15年。届时，每个人的家
里、手机上或许都会有一个量子
加密芯片，银行转款、电子账户
等的涉密操作，都不用担心被盗
用或者攻击。” 据新华社

葛答疑

量量子子究究竟竟是是什什么么

真真有有““绝绝对对安安全全””的的通通信信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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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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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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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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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1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卫星送上太空。 新华社发

能能实实现现《星星际际迷迷航航》的的瞬瞬移移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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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量子保密通信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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