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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全球首颗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升空，开启了
全球量子通信网络的征程。一年后，
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中国率先在千公里级的空间尺度
下，验证了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
的远距作用”的量子力学现象。随
后，量子密钥分发、量子纠缠分发、
量子隐形传态三大科学实验任务圆
满完成，我国站在了国际量子科技
创新制高点，为全球化量子通信、空
间量子物理学实验检验奠定基础，
实现了从“寂寂无名”到“全球领跑”
的飞跃。
作为“墨子号”卫星载荷分系统

的技术中坚力量，中国科学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量子项目组青年团
队，成功研制量子密钥通信机和量
子纠缠发射机两项有效载荷，攻克
了建立低损耗、高可靠的星地量子
通信光电链路等科学难题。这支平
均年龄仅 &&岁的年轻科研团队，在
薪火相传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航天精神”，并于去年获
得上海市劳模集体的殊荣，是当之
无愧的“墨子号”英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量子通信利用量子力学基本原

理、量子系统特有属性以及量子测
量方法来实现信息传递，是国际上
量子物理和信息科学的研究热点。
早在 !""'年，中国科学院就开始前
瞻性的部署科研项目，集中开展星
地量子通信关键技术攻关。以中科
大潘建伟院士为首的科学家团队，
负责实验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攻关。
空间载荷的工程化攻关重担，则落
在了上海技物所王建宇院士领导下
的量子项目组。
外行人眼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都是搞科研，区别不大。实际上，工
程化和基础研究，隔着千万次的成

功实验。“对科学家来说，无数科学
实验中，有一次成功，就是成功；而
对于工程师，只有百发百中才是成
功。”时隔多年，量子纠缠发射机主
任设计师贾建军研究员仍记得，与
科学家团队签订工程化任务书时，
手中的签字笔沉甸甸的。
“在卫星上实现量子通信系统、

星地捕获对准跟踪（()*）系统及光
机系统、卫星平台的两维姿态机动
和控制等关键技术攻关，前人没做
过，自己能不能成功，确实心中没
谱。不过，再遥远的路，一步步走，也
能走到；再不可及的目标，一点点靠
近，也会实现。”
关于量子纠缠实验，国际上只

有百公里范围内的实验。要在空间
尺度下验证量子纠缠，听上去很玄

乎，让人难以下手。为了验证空间高
精度捕获对准跟踪技术，王建宇院
士带领团队从“笨办法”入手：先在
两个实验室间，完成百米实验；再走
出实验室，利用实验楼和周边建筑，
设计两公里试验场；成功后，走出市
区，走向昆山，完成 +公里间的跟踪
试验；之后，才敢走出上海，来到成
都，把地面试验拉长至 #,公里、!"
公里、+"公里……

用!土办法"也能创新
地面上能做的静止实验都穷尽

了，团队开始寻找动态悬浮环境。行
驶的卡车，漂浮的热气球，直升机平
台，甚至连大吊车、垃圾车都派上了
用场。!""%年 -"月，王建宇院士带
着张亮等几个研究生踏入青海湖，

开始近百公里的仿卫星运动实验。
最开始，用到的是吊车，但是吊

车震动对测量精度有影响。后来，大
家又想到个“土办法”。“让张亮趴在
热气球里面，模拟空间环境。但这个
真正要做的时候，特别是晚上，非常
不容易。”王建宇回忆道，青海湖的
夜晚，气温低，风又大，有一次张亮
在热气球里，突然飞升至近 &"米，
把大家都吓坏了。最终，这个有点
“异想天开”的模拟实验，还真成功
了———世界上首次浮空平台量子密
钥分发实验，在青海湖畔完成。
“其实，创新未必就是先进仪器

设备，高大上的环境配套。为了解决
问题，用足脑筋，想尽办法，就会有
创新。有时，笨办法、土办法，也是很
管用的。”王建宇说。

十年蛰伏敢为人先
“墨子号”上，共搭载 +个有效

载荷，其中上海技物所牵头研制量
子密钥通信机和量子纠缠发射机。
由于载荷的要求极高，控制精度和
稳定性都是令人头疼的事儿。实现
一个宽光谱范围的量子调控，要保
证编码在通过整个光链路的每一个
环节时，都要保真。

“这好比我们看 &.电影时戴
的偏振眼镜，偏振光通过界面时，可
以被分解为垂直和水平的两个矢
量，而这两个矢量要保持同步，画面
才能不失真。量子空间实验中，每一
颗光子要通过几十层个界面，每通
过一层面时，都必须不走样，难度异
乎寻常。”光学镀膜研究室主任刘定
权研究员介绍说。
为此，团队在工艺上尝试大胆

地突破，实现了上万比一的分色片
镀膜，再结合多手段的偏振调控方
法，解决了偏振配准与保持这只“拦
路虎”。同时，为保证振动试验后载
荷中的数十个光学元件不得出现哪
怕 -微米的变化，经几十次重复实
验，才找到符合要求的工艺。
“我们还发现单光子探测器上

天之后只能用一个星期，而卫星的
寿命是两年，”张亮说道，“好在通过
我们与科学家团队紧密配合，分析
发现探测器的寿命是跟温度是有关
系的。我们就从温度下手，做了大量
的降温措施，最终，把探测器的工作
温度降低了 /,多摄氏度。目前探测
器已经在轨两年，仍可以使用。”
路虽远，行则至。已经站在了国

际前沿的上海技物所量子卫星有效
载荷团队，又站上了新起点。“科学
研究，永远在路上，不进则退。”贾建
军说，“墨子号”刚刚交上了一份高
分答卷，团队就接到了另一份更难
的全新科学试卷：让量子空间实验
能在中高轨卫星上实现，并从短暂
的几分钟时间扩展到几小时，继续
拓荒创新无人区。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实习生 冯琪

上海青年科研团队成功研制量子科学两项有效载荷

从“寂寂无名”到“全球领跑”

“亲爱的医生护士，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祝白衣天使身体健
康”“在医别人的同时不要忘了自
己”……这几天，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门诊大厅内，医生、患儿及家属
在卡片上写下他们的心语，将祝福
贴在“天使翅膀”的展板上，描绘出
一副“理想的翅膀”，为儿科医生们
加油鼓劲。
为大力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

良好氛围，儿科医院以“尊医重卫，
共享健康”为主题，在院门诊大厅举
行“为守护天使，画出理想的翅膀”
活动，患儿及家属积极参与，为儿科
医师们送上祝福。

儿科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瑾表
示，“中国医师节”的设立充分体现
了以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对卫生健康
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医师和医
务人员的亲切关怀。几十年来，几代
儿科人为儿童的健康和医学事业的
发展不断奋斗，一批批医学专家在

各自的领域中成为了引领学术发展
的学科带头人和支撑学科建设的中
坚骨干，多位专家在行业协会和社
会组织中担任学术任职，立足将医
院发展成为亚洲一流的儿童医学中
心。'月，第二届国家名医盛典的会
上传来捷报，儿科医院有三位专家
获评“国之名医”称号。至此，儿科医
院已有八位专家获评“国之名医”称
号，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儿科医
院专家的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也
彰显了儿科医院作为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在儿科领域的强大实力。
此次医院组织开展的主题宣传

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文化长
廊中，对“国之名医”、第二届“仁心
医者·上海市杰出专科医师奖”的获
得者陈超教授，以及上海市第三届
“我心中的白衣天使五‘十佳’活动”
的获奖者李智平及谢坚浩的先进事
迹作了报道，在医院内形成学习先
进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施捷

儿科医院举行医师节活动

患儿写下祝福送医生

关注首个!中国医师节"

量子科学，这个曾经吸引着爱因斯坦、薛定谔、波恩、海德堡等无数科学伟
人，当下又是国际前沿科技你追我赶的科研领地，终于迎来了一支响当当的中国
科学家团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申城先锋

! ! ! !今天是首个“中国医师节”。全
国道德模范、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
海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景在平教授
收到了不少患者的慰问信息。一位
王老先生的信息勾起了他的回忆。
&年前，王老先生患心脏主动脉瓣
严重狭窄，却没钱做手术，景在平
义卖自创书画为他筹款手术，给了
他第二次生命。
“心脏主动脉瓣严重狭窄”是

一种什么病？景在平介绍，正常情
况下，心脏主动脉瓣打开直径可以
达到 !0/厘米，王老先生只能打开
直径 +毫米，由此，患者从心功能
不全到心衰、脑功能不全到脑衰、
肺功能不全到肺衰、消化功能不全
到消化功能衰竭等，总体呈现“心
脏里面憋死，心脏外面饿死”的严
重临床综合征。
“这类患者很容易猝死，一般

情况下每两个里面就有一个会猝
死。”景在平说，微创术发明前，只

能靠“开大刀”来救治，因手术风险
高，老龄患者望而却步。

景在平团队在全身血管疾病
多年微创诊治经验的基础上，专门
创建了心脏瓣膜病腔内微创诊治
中心，于十年前率先在国内研究
“微创换瓣”新技术，八年前完成国
内首例球扩式心脏主动脉瓣腔内
微创置换术。这种“微创换瓣”用局
部麻醉代替全身麻醉，用穿刺针代
替手术刀，不开胸、心脏不停跳、不
用体外循坏、不输血，把心脏瓣膜
用一根很细的导管，从股动脉、颈
动脉或者心尖导入到心脏主动脉
原先病损的瓣膜处。

能微创解决对王老先生是一
个好消息，可是并没有让他真正高
兴起来，因为做这个手术需要准备
&"万，王老先生家庭条件普通，没
办法承担高额的费用。景在平通过
义卖自己的生命然象书画，经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为他筹集了全部手

术费用，并自己为他动了手术。
像这样接受景在平帮助的患

者，在他带领团队创建长海医院血
管外科的三十多年里，还有很多。
景在平医技自然不用多说；他还是
一名书画好手，从小热爱诗词书画
的他走上医学岗位后，怀着一颗仁
爱之心，用自己的书画为病家筹
款，近年来已举办 !"多场画展，筹
集数百万元的善款，全部用于给病
人做手术。他因此荣获“感动上海
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楷模等荣誉
称号。
“中国医师节”前夕，!"-% 年

下半年阶段“爱心救助工程”启动。
1月 /日起，他的生命然象书画爱
心系列展也将在上海朵云轩等地
展出。景在平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给
予广泛关注，并邀请远程医疗平台
服务商“心医国际”参与，为公益活
动提供远程医疗服务支持。

本报记者 左妍

好医生义卖书画为患者筹款治病
长海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景在平教授事迹感人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