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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高轨卫星升空、量子通信网络走入生活、高精度原子钟

为世界秒定义作贡献、量子合成口径望远镜探测黑洞……未来15

年，中国的量子科技将带来更多惊喜。

9月9日举行的2024浦江创新论坛“量子科技论坛”上，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潘

建伟介绍了相关进展。

几十年基础研究奠定当下量子产业热潮

身为量子科技领域先驱，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牛津大学教授、

新加坡量子中心创始主任阿图尔·埃克特说，1991年，当他还是牛

津大学博士生时，很多人都劝他不要从事量子领域研究，但他非

常坚定，“我就想做科学，我就想研究量子”。

如今，量子力学在现实世界中已开始展现强大应用潜力。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加州量子计算挑战研究院主任丹·

斯坦佩尔·库恩在演讲中介绍，欧盟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量子技

术旗舰计划，“我相信，现在的超冷原子和光已不仅仅是物质，更

是一种资源”。

论坛上，来自美国、德国、英国、韩国的量子科学家分享的最

新进展令人目眩：用光镊阵列操纵原子、飞行原子提升量子存储

器效率、用镜头捕捉原子稳态的美丽图像……这些还在实验室中

打磨的前沿研究，已在为量子时代的未来铺路。

事实上，正是20年前实验室中看似天马行空的量子力学和

量子物理学基础研究，奠定了当下的量子产业热潮。库恩提到，

谷歌的量子计算机、IBM公司的量子模拟研究，将量子科技带到

了新高度，而今量子计算机走向商用化，量子科技企业应运而生，

量子产业生态正在逐步形成。

在量子产业生态系统中，学术机构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库

恩认为，基础研究在探明量子科技发展前路的同时，还需要产业

界一起解决遇到的难题，不仅仅是对技术路线图的推进，还要在

大众关注的量子技术标准等问题上有所贡献。

库恩透露，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设立了

5家科研机构，希望推动量子科学在美国的发展，他创建的量子计

算挑战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但他提醒，在这股量子热潮面前，

“我们在适应现实世界对量子科技发展需求的同时，要坚持忠实

于现实世界，不要过分夸大量子科技，更不要进行炒作”。

2027年，首颗量子GEO卫星有望问世

盛赞中国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是这场论坛上的高

频场景。

“墨子”号升空、“九章”和“祖冲之”系列量子计算机诞生、城

域量子保密通信网建成，以及大量发表在《自然》《科学》等国际顶

尖科学期刊上的原创高水平论文，无不显示出中国在量子科技领

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潘建伟表示，未来15年还将完成更多挑战。

在量子计算方面，继成功研发“九章”号、“祖冲之”号两个系

列量子计算机后，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器“天元”也于近期构建成

功。但真正的可编程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估计还需要二十年左右

才能实现。朝着这一目标，科研团队一方面通过研究不断提升量

子计算机的计算容错能力，一方面寻找更多有用的科学难题用专

用量子计算机来求解。

在量子通信方面，全球范围的量子通信乃至互联网将由3个

板块构成：其一是基于光纤的城域量子通信网络；其二是量子中

继器与存储器链接形成的城际间量子通信；其三是量子卫星加持

的远距离量子通信。

潘建伟表示，城域量子网络已趋成熟，未来希望加大应用力

度；基于中继的城际量子通信目前正快速发展，未来5到10年可

成熟使用；量子高轨卫星正在研发中，其关键是卫星要能在强烈

的太阳辐射背景下工作，未来15年有望构建量子星座，形成天地

一体化的量子网络。

同时，搭载原子光钟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GEO）量子卫星

有望在2027年问世，其精度高达10-19秒，即几百亿年才误差一

秒。有了这样高精度的空间原子光钟，就能进行洲际时频比对，参

与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为未来的秒定义作出贡献。如果未来有两

台更高精度的原子光钟，还可对宇宙中的中低频引力波进行探测。

此外，量子合成口径望远镜也在潘建伟团队的未来计划中。

他解释，利用量子隐形传态技术，可将多台小望远镜联合在一起，

就可对黑洞进行高精度观测，尤其是结合天上的量子星座，合成

口径望远镜的等效口径原理有望可达1万公里。

（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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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日，在合肥举办的中

国智能机器人生态大会暨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智能决策专委会

成立大会上，江淮前沿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发布自研人形机器人

“启江二号”。

“启江二号”人形机器人身高

1.8米，体重60公斤，全身拥有38

个自由度，采用前屈腿构型的拟人

设计，并增加踝关节自由度，提升

运动平衡能力。该款人形机器人

配备多个视觉感知传感器、高精度

惯性测量单元和高精度六维力传

感器，可以完成人类四肢能够做到

的基本动作，以及叠衣服、开瓶倒

水、擦盘子等精细动作，还可以在

颠簸不平的路面正常行走。

对比今年7月发布的“启江

一号”人形机器人，“启江二号”拥

有更强壮的身体、更敏捷的“小

脑”和更聪慧的“大脑”。其中，

“大脑”方面，基于具身分层框架

实现了自主决策、多模态交互；

“小脑”方面，通过自研的强算力

强实时具身运动控制器，实现了

躯体敏捷控制；肢体方面，提升了

非结构化环境的运动能力与物体

精细灵巧操作能力。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合肥市人民政府、省

人工智能产业推进组办公室（安

徽省科学技术厅）主办，来自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多位专家及

科研院所、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

参会。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吴量亮）

安徽自研人形机器人“启江二号”发布

“在文旅展示领域，我们依

托空中成像技术，重点打造线下

景区、展馆、展厅等场景应用。”9

月9日，在安徽文旅产业投融资

大会上，安徽东超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张亮

亮说。

东超科技是一家来自中科大

的“90后”硬科技创业团队，瞄准

国外在新型显示领域的“卡脖子”

技术难题，实现“无介质空中悬浮

成像技术”的快速转化应用，打破

了国外公司在该领域的垄断，成

功走出了一条国产自主创新之

路。现已发展为全球虚拟现实技

术的领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在市场方面，该公司聚焦智

慧文旅、智能车载、医疗卫生等应

用场景，深度打造创新生态体系，

推出多元化产品，赋能传统产业

提质增效。“我们研发了如空中成

像非接触出入管理系统，在电梯、

通道闸机、门禁等场景的应用，提

供科技赋能；推出了空中成像非

接触人机交互系统，以全息空中

成像三维展示、导览查询、全息虚

拟人等硬件载体，丰富文旅行业

的展示内容，打造沉浸式交互体

验；开发了多款具备文化属性的

C端文旅产品，真正实现让科幻

成为现实，走进千家万户。”张亮

亮表示。

东超科技现已与国内多家文

旅展陈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如风

语筑、三人行、每日互动等，将空

中成像技术赋能传统文旅板块提

质增效。目前相关产品也已在安

徽省科技馆、安徽省创新馆、安徽

省名人馆等落地应用。

“今年是东超科技扎根安徽

的第8年，我们深切感受到安徽

省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关注与支

持。各级政府从资金、市场、人才

等方面，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

所急，建立了全方位的支持企业

发展的政策体系，积极落实安商、

亲商等举措，持续打造一流的营

商环境和创新环境。”张亮亮表

示，公司在皖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也将更加坚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

投资者、创业者看好安徽、投资安

徽。安徽作为一个文化与自然资

源丰富的省份，文旅产业在新质

生产力的赋能下，正展现出新的

活力和发展潜力，也带来了全新

的发展机遇。“东超科技作为新质

生产力代表企业，将通过科技手

段积极促进商文旅、科文旅以及

夜间经济等方面的融合，把握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新机遇，培育新

引擎，推动安徽文旅产业迈向更

高水平，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张亮亮说。

（汤超）

空中成像技术探路“科文旅”融合

日前，合肥高新区企业安徽

启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蓝杉®埃芙莫拉消毒液，正式

获得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新消毒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批准文号“国

疾控消新字（2024）第0001号”，

标志着该产品成为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认定的首个“三新”消毒产

品，实现国内抗菌领域重大突破。

“三新”消毒产品是指利用新

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

生产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由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受理、审查和

决定。2015年，中国科大张国庆

教授及其团队在高新区创立启威

生物公司，积极投入研发可以快

速降解的季铵盐消毒剂。2021

年，在没有先例参考的情况下，启

威生物团队根据《新消毒产品申

报受理规定》在国家卫健委政务

平台提交了“三新”产品申请材

料。在安徽省卫健委、安徽省疾

控中心、合肥市卫健委、高新区卫

生中心的研究指导下逐步完善材

料，历经5次现场答辩及严格审

查，最终获得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局新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蓝杉®埃芙莫拉消毒液的核

心材料为埃芙莫拉，该材料是全

球首创的新型硫醚酯季铵盐，由

中国科大博导张国庆团队自主研

发，成功打破欧美在抗菌消毒领

域的垄断，是国内该领域的“里程

碑”，相关工作在英国皇家化学学

会 期 刊《Green Chemistry》刊

登，被审稿人誉为“可能改变领域

格局的分子”，已获中国发明专利

授权。

埃芙莫拉分子中引入了硫醚

官能团，不仅能和细菌的细胞膜

远程相互作用，还可以通过轨道

的相互作用改变磷脂分子层的电

子结构，导致细胞膜结构更容易

被破坏，表现出更高的杀菌效

率。此外，埃芙莫拉在环境中可

以降解成氯化胆碱和脂肪酸，失

去杀菌能力，有效避免了环境中

消毒剂的富集，减少耐药菌的产

生。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医疗和

家庭消毒领域。

（杨静）

全国首款！合肥自主研发

国家专家组对启威生物进行现场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