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子」升空 啟保密通信新時代
中國將構建天地一體化量子通信與科學實驗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酒泉報道酒泉報道））全球首顆量子科全球首顆量子科

學實驗衛星學實驗衛星（（量子衛星量子衛星，，下下

同同）「）「墨子號墨子號」」1616日日11時時4040分分

在酒泉發射升空在酒泉發射升空。「。「墨子號墨子號」」

的升空的升空，，將使中國在世界上首次實將使中國在世界上首次實

現衛星和地面之間的量子通信現衛星和地面之間的量子通信，，構建起天地一體化的構建起天地一體化的

量子保密通信與科學實驗體系量子保密通信與科學實驗體系。。量子衛星項目首席科量子衛星項目首席科

學家潘建偉院士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學家潘建偉院士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量子通信是量子通信是

迄今唯一被嚴格證明為迄今唯一被嚴格證明為「「無條件無條件」」安全的通信方式安全的通信方式。。

他希望在未來他希望在未來55年內突破量子衛星組成星座的技術年內突破量子衛星組成星座的技術，，

1010年內實現多顆量子衛星組網運行年內實現多顆量子衛星組網運行，，這將極大改變當這將極大改變當

前信息安全的被動局面前信息安全的被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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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深處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對我而言並不陌生。
曾在這裡見證翟志剛等神七太空人展開「太空漫步」
的旅程，也曾有幸目睹第一位女太空人劉洋的首次亮
相，但親歷科學衛星的發射還是第一次。

量子衛星體量不大，運載火箭長二丁在長征火箭家族也不算「魁
梧」，但這卻是一對充滿魅力的組合。曾經發現粒子學說的中國古代
科學家墨子，奠定了光學研究的基礎；而今天的「墨子號」則將量子
通信的試驗轉移到太空中，並將驗證愛因斯坦著名的量子糾纏理
論——處於糾纏態的一對粒子，無論相距多遠，都能互相感知和影
響。在這些「燒腦」的科學理論背後，卻令人感覺到一絲科學的浪
漫，實在令人着迷。

小小的量子衛星，承載着大大的期待。這是中國發射的第三顆科學
衛星，被認為是中國空間技術從工程應用走向科學研究的重要標誌。
的確，隨着中國航天技術已實現跨越式的發展，科學探索已成為人們
更高的目標。 ■記者劉凝哲酒泉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道）量子
通信是事關國家信息和國防安全的戰略性領域，
且有可能改變未來信息產業的發展格局，是美
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優先發展的信息科技
和產業高地。在美歐日等國科研人員還在進行地
面量子試驗時，中國已成為首個將量子科學實驗
送入太空的國家，在這一新興的科技領域實現
「彎道超車」，已從跟跑逐漸向領跑轉變。

美國：注重在軍事領域運用
美國是對量子通信研究佈局最早的國家，也是
最注重量子技術在軍事領域運用的國家。上世紀
末，美國政府便將量子信息列為「保持國家競爭
力」計劃的重點支持課題。美國國防部在2013年
至2017年科技發展「五年計劃」中，將「量子信

息與控制技術」列為未來重點關注的六大顛覆性
研究領域，認為量子技術對未來美軍的戰略需求
和軍事任務行動能產生長期、廣泛、深遠、重大
的影響。

歐盟：構建量子通信產業鏈
目前，歐盟在量子通信領域已經掌握了相當

一部分產業核心技術，憑借新興產業的支配地
位，以新技術研發和新產品營銷為發展重點，
力爭獲得在技術創新方面的競爭優勢。歐盟各
國政府都將量子通信納入其國防科技發展戰
略，以量子計算機技術研究為靶點，以量子通
信開發在信息科學領域的推廣為突破口，積極
構建和壯大產業鏈及產業群，以形成一定的創
新體系與規模優勢，同時延伸到物質科學、生

命科學、能源科學領域。

日本：投入大量資本研發
儘管日本對量子通信技術的研究晚於美國和歐

盟，但相關研究發展迅速。在國家科技政策和戰
略計劃的支持和引導下，日本科研機構的研發積
極性高漲，投入了大量研發資本積極參與和承擔
量子通信技術的研究工作，實際地介入到量子通
信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開發當中。
日本目前每年投入2億美元，規劃在5至10年

內建成全國性的高速量子通信網。在長期計劃
方面，日本國立信息通信研究院也計劃在2020
年實現量子中繼，到2040年建成極限容量、
「無條件」安全的廣域光纖與自由空間量子通
信網絡。

量子衛星雖是
重量僅有 600 多
千克的小衛星，
但其研究、研製
難度極大，突破

諸多自主創新的關鍵技術。作為
中國自主研發的星地量子通信設
備，衛星突破了一系列高精尖技
術，包括「針尖對麥芒」的星地

光路對準，偏振態保持與星地基
矢校正，量子光源載荷等關鍵技
術。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科學
家的設想變成現實，難度非常
大」。量子衛星工程常務副總設
計師、衛星總指揮王建宇向記者
介紹量子星地實驗時形容，如果
把光量子看成一個個1元硬幣，

星地實驗就相當於要從在萬米高
空飛行的飛機上，不斷的把上億
個硬幣發射到地面上一個不斷旋
轉的儲蓄罐上，我們不但要求這
個硬幣擊中這個儲蓄罐，而且要
使得硬幣能夠準確地射入儲蓄罐
細長的投幣口，並且硬幣要源源
不斷地進入儲蓄罐內。

■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道

美歐日量子通信先行 中國「彎道超車」

實驗如高速飛行中投幣入儲蓄罐

量子衛星項目從2003年開始預研，2011年正式
立項，是中科院空間科學先導專項首批科學實

驗衛星之一。16日凌晨，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的
「托舉」下，「墨子號」順利發射入軌，它將在距
離地面500公里的太空向地面發送不可破解的密碼
以建立最安全保密的量子通信，並將對微觀量子世
界最離奇詭異的現象開展科學研究。

解決國防等領域信息安全問題
為什麼要研究量子通信？專家表示，光纖通信是
目前被認為最安全的信息傳遞方式，但隨着科技發
展，只需讓光纜洩露哪怕很少一部分能量，外人就
能夠竊聽光纜傳遞的信號。斯諾登等事件證明，在
傳輸線路中可以進行光纜的無感竊聽，黑客的攻擊
可謂無所不在。
潘建偉院士說，建立在量子物理基礎原理上的量
子保密通信，是目前人類唯一已知的「無條件」安
全的通信方式，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國防、金融、政
務等多領域的信息安全問題。事實上，在中國科學
家們的努力下，量子通信技術已開始走向應用，曾
保障過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等大型活動。
量子衛星的升空，將中國的量子通信試驗從地面
搬上太空。除此之外，工程還建設了包括新疆烏魯
木齊南山、青海德令哈、北京興隆、雲南麗江4個
量子通信地面站和西藏阿里量子隱形傳態實驗站在
內的地面科學應用系統，與量子衛星共同構成天地
一體化量子科學實驗系統。「衛星距離地面500公
里，地面兩個實驗站相距1,200公里，意味着量子
衛星科學實驗將在60萬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進行」，

潘建偉表示，這也將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
由衛星與地面站構成的實驗室。

盼2030年建成全球量子通信網
量子衛星升空後，後續試驗將陸續展開。在潘建

偉看來，這只是量子研究的新起點。他表示，「墨
子號」是單顆低軌衛星無法覆蓋全球，同時由於強
烈的太陽光背景，目前的星地量子通信只能在地影
區進行。中國未來要實現高效的全球化量子通信，
還需形成一個衛星的網絡。
經過10年左右的努力，發射多顆量子衛星組網，

是潘建偉未來的目標之一。他表示，如果進展順
利，國家也支持發射多顆量子通信衛星，那麼中國
有希望到2030 年左右，建成全球化的量子通信網
絡。屆時，量子通信將真正走入民眾的生活，人們
使用植入量子加密芯片的手機，就能夠實現保密通
信，網上銀行、手機支付等信息將不怕會被洩露。

科學，如許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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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日在其網誌發表文章，
分享了國家自主研發的量
子衛星發射成功的消息。
他寫道，香港在科技發展
和應用上不能再蹉跎，由
於立法會「拉布」，創新
及科技局的成立被拖延了
三年多，我們要追回失去
的時間。
梁振英寫道， 量子衛

星的研發成功，說明科技
的日新月異，也凸顯國家
在科技領域上的進步。香
港在科技發展和應用上不
能再蹉跎，由於立法會
「拉布」，創新及科技局
的成立被拖延了三年多，
我們要追回失去的時間。
他又表示，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本屆政府投放大
量資金後，現時已形成一
些創科氛圍，希望「墨子
號」能激發更多香港年輕
人對科技的興趣。

■量子衛星項目
首席科學家潘建
偉院士。
記者劉凝哲攝

■ 量 子 衛
星工程常務
副 總 設 計
師、衛星總
指 揮 王 建
宇。

記者
劉凝哲 攝

■■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
衛星衛星「「墨子號墨子號」」成功發射成功發射
升空升空，，標誌着中國空間科標誌着中國空間科
學研究又邁出重要一步學研究又邁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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