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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灿，1942 年 12 月 9 日出生于福建省

泉州市惠安县，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科

学的开拓者、先行者与奠基人。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1965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后

留校任教。20世纪80年代，郭光灿率先将量

子光学理论体系引入国内，并身体力行地推

进相关研究和教育工作。20世纪90年代，郭

光灿又率先将目光投向量子信息领域，承担

国家“973计划”项目，谋篇布局，培养人才，最

终使量子信息科学在中国获得了长足发展，

实现了中国量子信息研究与国际同行并驾齐

驱的局面。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

点实验室内，郭光灿院士的办公室每天都会

有很多年轻人进进出出。“年轻人来找我讨论

课题、汇报进展、商量对策，甚至是聊聊天。”

郭光灿说。只要不离开合肥，他基本每天都

会来办公室，尽管已经80岁了。

在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满架满桌

的书籍报刊、资料文件外，还有两件私人物件

占据了一席之地：一台咖啡机，一套功夫茶茶

盘和茶杯。

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后打开咖啡机，用一

杯咖啡开启新的一天。“这是在国外做访问学

者时养成的习惯。”郭光灿说。改革开放之

后，他获得了非常珍贵的出国进行学术交流

的机会。正是那次交流打开了他的眼界，寻

找到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原来国外对量子光

学的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国内已

经落后整整20年！”郭光灿一头扎进了量子光

学的绚丽世界，用只争朝夕的效率迎难追

赶。正是因为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强的学

习能力，回国之后，郭光灿开始计划并实施推

广量子光学，中国的量子光学研究终于开始

蹒跚起步，为后来我国在量子信息技术上取

得多项世界领先成就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郭光灿又敏锐地认识到

量子信息已经成为当时国际研究领域的前沿

学科，未来将对整个国家产生十分重要的影

响。于是，在前途尚不明朗和许多人不理解

不支持的情况下，他又投身到量子信息领

域。在没有经费又要顶住各种压力的情况

下，他付出巨大努力，最后不仅争取到了国家

“973计划”项目，而且这一项目还“催生”出好

几位院士。

科研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沉

静心境或是放松神经时，郭光灿总是会泡上

一杯茶。“喝茶是我们福建人的传统。”他开玩

笑地说。长期的刻苦学习、工作既让他养成

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让他善于在困境中找

到突破口。“我是先天营养不良，所以后天要

更加努力锻炼好身体。”郭光灿说。从年轻时

每天坚持的长跑，到现在每天两次的“八段

锦”，终身坚持体育锻炼为他的科研事业提供

了一副好身板。虽然已年届八旬，他的身材

依然挺拔、声音中气十足，看起来要比实际年

龄年轻得多。

从事科研工作，特别需要后继有人。培

养量子科学领域的后来者，是他近几十年工

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他不但能及时发现人

才，更积极主动培养人才。在郭光灿团队中，

很多都是他昔日的学生。他们刚进实验室

时，科研能力很弱，郭光灿不仅培养他们的科

研能力，更注重发掘他们的个人特点，助推到

各自不同的领域去发挥才干。“任务交给年轻

人，就要对他彻底放心，这样才能让他们具有

更强的责任心。我们自己在国内也能培养出

国际知名的优秀人才。我有这个自信，因为

我自己就是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郭光灿

说。截至目前，他培养出博士90余人，其中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5人，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7人。 （据《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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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灿：量子信息科学研究 开启量子之光

笔者11月7日从中核集团获悉，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成功研制出国内

首台紧凑型加速器质谱仪（AMS），整套系统占

地面积约30平方米，较传统装置缩小2/3，标志

着我国在高端核分析设备研制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为加速器质谱仪的高灵敏分析应用奠定

了坚实基础。

加速器质谱是用于微量元素分析、稀有粒

子探测、微量长寿命同位素分析等极为重要的

方法，可实现极微量核素的高灵敏测定。基于

其在天体物理、环境变化、海洋资源、生物医药

等领域的广阔应用，推动加速器质谱仪小型

化、紧凑化，成为研究热点。

该团队围绕核心难点——加速器紧凑化

进行了创新研究，突破了系列关键技术。他们

研发的紧凑型加速器质谱仪长度仅1米，大小

为传统装置的1/3，具有结构更紧凑、性能更

佳、可开展多核素测量等优势。同时，团队对

系统进行了物理与束流光学方面的优化设计，

有力提升了经济性。目前，该装置的传输效率

和测量灵敏度均通过实验验证。

接下来，研究团队将继续深入开展加速器

质谱仪新装置、新技术研究，进一步推进高端

加速器质谱仪国产化进程。

（都芃）

国内首台紧凑型加速器质谱仪研制成功

笔者11月8日从中国石化获悉，由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牵头制定的《页岩气开

发调整方案编制技术要求》行业标准于近

日获国家能源局批准发布，并将于2024

年4月11日实施。该标准是我国首个针

对页岩气立体开发的行业标准，将有效助

力我国实现页岩气的持续高效开发，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

据介绍，该标准主要由10个部分构

成，重点为开发调整方案编制，包括气藏

概况、气藏地质特征、气藏工程调整方案

等内容。编撰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我国首

个百亿方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的

立体开发经验，以及长宁—威远等不同地

质开发条件的页岩气田开发调整经验。

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我国页岩气资源较为丰富，勘探开发页岩

气对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实现“双碳”目标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页岩气井具有初期

产量高、产量递减快的特点。近年来，随

着页岩气陆续实现大规模开发，一些页岩

气田陆续进入产量全面递减阶段。为持

续推动页岩气高效开发，涪陵气田率先探

索页岩气立体开发调整技术，有效提升页

岩气开发的储量动用率、采收率和收益

率。2021年8月，中国石化江汉油田牵

头，集结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等

多家单位科研力量，正式启动标准立项工

作，历时两年，最终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

具有较强操作性和推广性的页岩气立体

开发调整行业规范和流程，将有效指导页

岩气藏持续高效开发。

据悉，中国石化率先探索立体开发调

整技术，首创中国页岩气立体开发调整技

术体系。涪陵页岩气田是我国首个投入

商业开发的大型页岩气田，也是目前我国

最大的页岩气田。该气田于2014年3月

投入商业开发。2017年，江汉油田开始

在涪陵气田率先探索页岩气立体开发调

整技术，历时5年，实现立体开发的工业

化应用，为行业标准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物

质基础和实践基础。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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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北斗产业发展指数为1312点，较

2013年北斗元年的250点增长超424%。”11月9

日，首届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大会在浙江德清开幕，

中国北斗产业发展指数首次公开发布。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在发布指

数时表示，近10年来，我国北斗产业保持了高速

增长和快速发展态势，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

以及大众应用等方面获得巨大提升，产业发展水

平达到新的高度。

北斗产业发展指数是由市场化指数、产业化

指数、国际化指数、大众应用发展指数等汇总而

成，指数聚焦新时期北斗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发展方向，并从这3个维度设计一系列评价指标、

确定权重，最终以指数形式客观、全面、综合、细致

地展示我国北斗产业发展情况。

于贤成表示，过去10年间，我国北斗产业发

展经历了起步阶段、成熟阶段和全球化服务阶段，

北斗应用规模不断扩大，应用深度持续增强，正在

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数据显示，当前北斗国产芯片出货量已达亿

级规模，终端应用规模达千万量级，北斗已成为智

能手机“标配”，每天有数千万用户使用北斗定位

导航，访问量达亿次量级。除了智能手机，全国已

有9个省区市北斗终端应用数量超百万台/套，有

4个行业领域北斗终端应用数量超过百万台/套，

其中应用规模最大的交通运输业已接近820万

台/套。北斗产品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

得到应用，出口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应用领域不断

拓展。

从相关市场和技术指标来看，2023年上半

年，北斗应用市场总规模同比增长超过39％，达

到821亿元；专利保有量同比增长超过11％，数

量超过97000件。同时，北斗应用规模、应用渗

透率、基础设施数量等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2023年上半年，北斗应用总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52％，数量超2300万台/套；应用渗透率同比增长

超过8％。

展望未来5年，于贤成认为，我国北斗产业规

模将持续扩大，产业生态会更加完善，产品谱系将

更加丰富，产业链条更加“粗壮”。他同时表示，目

前北斗产业发展指数中，国际化指数相对较低，这

意味着北斗国际化发展前景仍十分广阔，未来在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大背

景下，北斗“走出去”的步伐会越来越快。

（据《科技日报》）

11月8日，参赛选手正在进行“电驱动总成装调与检修”实际操作。11月7日至8日，由安徽省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等四省总

工会主办的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技能竞赛在安徽新能源汽车工匠学院举办，沪苏浙皖21支队伍63位选手同场竞技，参加“新能

源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电驱动总成装调与检修”等3个竞赛项目，充分展示了精湛高超的技术技能。 通讯员 袁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