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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中国
电信日前正式对外宣布，推出
行业内首款量子安全通话产品

“量子密话”，该产品由中国电
信控股的中电信量子科技有限
公司开发，具备高等级安全，
以App形式实现，已成功在安
徽试商用。

以前人们听过很多关于量
子的概念，但都是真假掺和
的。比如量子通信是真的，量
子波动速读、量子袜子……这
些都是假的。今天我们说的量
子密话又是什么呢？

量子通信简单说，就是通
过量子本身的特性，生成密
钥。或者更形象地说，就是一
个密码本。双方会同时获得一
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别人没
有。而且一旦有人试图去偷看
这个密码本，双方还能发现有
人偷看。而且这个密码本，只
使用一次，下次不用了。所以
理论上是一种绝对安全的加密
技术。所以，量子通信不是一
种通信技术，而其实是拿到密
码本的技术。学术上叫“量子
密钥分发”。

那么手机上的“量子密话”
是怎么实现的？

“量子密话”是用量子信息
技术来保护通话的安全服务。
作为国内首款将 5G 与量子信
息技术紧密结合的移动通信产
品，“量子密话”最主要的特点
是充分利用量子随机数及量子
密钥分发机制来生成认证密钥
及通话密钥，其密钥具有真随
机性。

中电信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查子龙解释说，真随
机性其实是相对普通一些加密
方式而言的，简单来说，就是
这些密钥只能用一次，用户每
次发起“量子密话”时，通话会
随机抽取芯片内的一个量子密
钥与后台建立连接、校验身份
信息，认证通过后，再另外实
时生成一个新密钥作为会话密
钥。查子龙介绍：“量子密钥
是从我们的量子密钥分发网上
实时取得这种量子密钥，每一
次是真随机性的，而且我们每
一次通话，比如我现在给你打
电话业务，用的密钥，只用这
一次密钥，下次就不再使用
了，就废弃了。”

那么，这一次密钥使用后，
是否一定不会被破解呢？答
案是，这一次经过巨大的演算
有可能被破解，但下一次又是
新的密钥，所以接下来的通话
仍然无法被破解。这样一来，
就可以实现从主叫方手机到被
叫方手机间的端到端的加密，
通话的语音信息即使被其他人
获取到也无法获得真实内容，
安全性大大提高。

目前中国电信提供的是量
子安全 SIM 卡的方式，而不是
定制手机。只需要换个SIM卡
就可以，卡的价格在 100 元以
内。成本低、具有NFC功能的
手机都能使用，也不用换号。目
前安卓手机
基本都可以
适用，苹果手
机暂不支持。

而 未 来
5 年，中国电
信将为 1000

万+移动终端用户提供量子安
全通话服务。

短期内，量子安全通话产
品的使用群体主要为政务、军
队、金融、大中企业等追求绝
对安全的用户。

民用市场的使用前景如何？
刚刚走过的2020年是量子

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其
发展不仅首次进入到我国最高
决策层集体关注的视野中，还
在多个方面产生了技术突破。

2020 年 12月，量子计算机
“九章”问世，由此，我国首次
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成为
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
国家。对于这次“量子密话”
的推出，《通信世界》全媒体总
编辑刘启诚认为，具有重要的
开创性意义。

量子通信以绝对安全和高
效率性两大优势，成为各国重点
抢占的战略技术高地。不过，产
业化才是量子通信应用的试金
石。刘启诚分析，未来，“量子
密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刘启
诚表示：“也有分析认为，它没
有从根本上去颠覆现有的通讯
方式，而只是在外面加把锁或者
通过量子这种模式，只是为了套
这么一个壳，让你不能破解，现
在业界对量子通信还是处于质
疑跟观望之中。”（记者张棉棉）

来源：北京青年报官网

新华社上海12月10日电（记者周 琳）10日，2020年度
“墨子量子奖”正式揭晓，奖项授予量子精密测量领域三位
研究人员，分别为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卡尔顿·凯夫斯、日
本东京大学的香取秀俊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的叶军。

卡尔顿·凯夫斯获奖是凭借其在量子精密测量及量子
信息理论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阐明干涉仪中的基本
噪声及其在压缩状态下的抑制作用方面的工作；香取秀俊
和叶军则是由于其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的突破性成就，特
别是在开发极其稳定和精确的光学原子钟方面的成就。

作为量子调控技术的系统性应用，量子信息科学，包括
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可以在确保信息安
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
颈，成为能源、信息、材料和生命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源
泉，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
战略力量。量子调控和量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标志着第
二次量子革命的兴起。

“墨子量子科技基金会”于2018年成立，由多位中国民
间企业家捐赠，旨在推动量子信息科技的科学研究，特别是
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发展。基金会设立“墨子量子奖”，通过
广泛邀请提名和国际专家评审，严格遴选和表彰国际上在
量子通信、量子模拟、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做出
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墨子量子奖”的每位获奖者将获得人
民币125万元的奖金和一块金牌。

新华社合肥12月27日电（记者徐海涛）记者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教授潘建伟、彭承志、张强等人与清
华大学王向斌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
究所尤立星研究员等人合作，近日实现了基于远距离自由
空间信道的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开启了在自
由空间实现远距离复杂量子信息处理任务的可能。

近年来，量子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但由于光纤存在固有
损耗，量子信号又不能像经典通信信号那样被放大，制约着
远程量子通信的实现。在外太空的自由空间信道，光信号
损耗非常小，通过卫星的辅助可以大大扩展量子通信距
离。随着我国“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卫星平台和地面光
纤网相结合的量子通信技术方案已见雏形，但还存在大气
湍流中如何实现量子干涉等重大技术挑战。

近期，潘建伟等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能抵
抗强湍流能力的自适应光学系统，使双链路总信道效率
提升了约4倍到10倍。并通过测量脉冲到达时间实时反
馈，得到32皮秒的独立时钟同步精度；用新技术方案使干
涉光的频率差小于10兆赫，从而实现远距离独立激光器
之间的锁频。

得益于这些技术突破，潘建伟科研团队利用王向斌教
授的四强度优化协议，最终在城市大气信道中实现了自由
空间信道的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实验，通信双方的
距离达到19.2公里，意味着向实现基于卫星的远程量子通
信迈出坚实一步。也为在自由空间进行量子干涉的相关实
验开辟了道路，比如研究量子中继器、量子网络，以及在大
空间尺度中探索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融合等科学问题。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日前发表了这项研
究成果。

新华社合肥1月1日电（记者徐
海涛）信息的存储与读出时间对构
建量子网络非常重要。近期，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在该
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团队中的李传
锋、周宗权研究组首次研制出“按需
式读取”的可集成固态量子存储器。

量子存储器是构建大尺度量子
网络的核心器件。而按需式读取，
是指光子写入存储器以后再根据需

求决定读出的时间，这对实现量子
网络中的同步操作等功能至关重
要。但目前国际上已有的可集成固
态量子存储器均基于简单的原子频
率梳方案，读出时间在光子写入之
前预先设定，无法按需读取。

李传锋、周宗权研究组长期致
力于固态量子存储器研究，近年来
发展了激光直写技术，在稀土掺杂
晶体上制备可集成量子存储器。近

期，为实现按需式读取，他们采用了
一种改进的量子存储方案，即电场
调制的原子频率梳方案，通过引入
两个电脉冲可实时操控稀土离子的
演化，从而控制存储器的读出时间。

使用飞秒激光等技术，研究组
首次研制出按需式读取的可集成固
态量子存储器，存储保真度达到
99.3%±0.2%，表明其具有极高的可
靠性。

该成果对实现大容量量子存储
和构建量子网络都有重要意义。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日
前发表了该成果。

地铁 1 号线各个站点陆续开建。1 月 3 日
传来消息，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承建的地铁 1
号线 103 标段现已全面开工，未来盾构施工时
将从汾河底部穿越，这将是太原地铁首次下穿
汾河，这也是该工程建设的重点与难点之一。

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从西山矿务局站至武宿
机场站，途经万柏林区、迎泽区、小店区三个行政
区，涉及太原民营经济开发区、双塔公园、东太
堡、太原南站综合交通枢纽等地。中铁十四局集
团公司承建的103标段长度约4公里，涉及下元
站、迎泽桥西站、桃园路站等三座车站，以及下元
站——迎泽桥西站、迎泽桥西站——桃园路站、
桃园路站——大南门站等三个盾构区间。

所谓盾构区间，就是未来地铁站之间的隧
道，需要靠盾构机施工。在这三个盾构区间
中，迎泽桥西站——桃园路站的施工难度最大，
因为要从汾河底部穿越。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
的技术人员介绍，地铁线路穿越汾河的距离为
400 余米，盾构顶部距离汾河河底为 18 米。施
工中，需要在盾构时同步加固盾构隧道，防止
出现隧道变形、透水等情况。另外，地铁线路
还要从迎泽大桥南侧穿过，施工前要先对汾河
防渗墙进行加固，调整施工所需泥浆配比参数
等，以确保施工安全。

在103标段的三座车站中，有两座是换乘车
站，其中迎泽桥西站是未来6号线与1号线的换
乘站，下元站是未来 3号线与 1号线的换乘站。
值得一提的是，现已建成的大南门站，是2号线与

1号线的换乘站，采用的是“T”字形设计。而此次
的下元站将采用全新的“十”字形设计，这样换乘功
能更强大，换乘厅面积将达到2000平方米，将成为
1号线全线最大的换乘厅。据悉，在下元站换乘厅
的施工中，将采用“盖挖逆做法”工艺。形象点说，
是从上面向下盖房子，先盖好顶部就可回填路面，
之后再在地下继续施工。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优化
工期，尽早还路于民。

另外，迎泽桥西站的车站长度为 560 米，而
普通车站的长度约为200米。这是因为，这座车
站设有配线，可用于车辆的应急停靠、抢修。
（记者李 涛 通讯员 肖兰伟）来源：山西新闻网

我国学者成功研制“按需式读取”的可集成固态量子存储器

地铁1号线盾构阶段将下穿汾河

三位量子精密测量研究者
同获2020年度“墨子量子奖”

我国科学家研究自由空间
远距离量子通信获重要进展

中国电信推出首款量子安全通话产品
——“量子密话”

今日关注

《量子密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