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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用量子通信网连接多台量子计算机，让
它们远程凝聚出“超级量子算力”？记者10月6日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的
李传锋、周宗权、柳必恒等人，近期基于多模式固态
量子存储和量子门隐形传送协议，在合肥市区实现
跨越7公里的非局域量子门，并演示了分布式的多
伊奇-乔萨算法及量子相位估计算法。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自然·通讯》日前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

量子计算是当前国际科研的重要领域，多个国
家都在研制性能更为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一个思
路是在一台量子计算机上实现越来越多的量子比
特，但随着量子比特的增加，会出现信号串扰以及
布线、制冷等方面的技术限制。因此，研制多台量
子计算机，让它们远程互联合力实现分布式量子计
算，近年来成为量子计算研究的新思路。

但是，分布式量子计算存在一系列技术难点，
之前的非局域量子门运算只能在数十米距离中实
现，无法满足在大尺度量子网络中整合算力资源的
需求。

近期，郭光灿院士团队基于量子门隐形传送协
议，建立两个量子节点之间的非局域量子门，这两
个量子节点分别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校区和
合肥市大蜀山东侧，之间的直线距离为7公里。

研究团队首先在两节点间使用通信波段光子
和专线光缆，进行量子纠缠态的远程分发。随后，
两个节点分别执行本地的两比特量子门操作。一
个重要的技术突破是，他们采用掺铕硅酸钇晶体材
料，实现了纠缠态的长时间存储，从而支持了两个
远距离节点间的量子通信与同步，进一步的本地单
比特操作即可把本地的两比特量子门隐形传送为
远距离的两比特量子门。

实验结果表明，两个节点的光子之间完成了两

比特非局域量子门操作，其中受控非门的保真度达
88.7%。固态量子存储器的纠缠存储时间相比前人
工作提升近 2 倍，并且纠缠存储的时间模式数达
1097个，使得非局域量子门的生成速率获得了线性
的提升。基于非局域量子门，研究团队进一步在这
两个远程节点间演示了两比特的多伊奇-乔萨算法
以及量子相位估计算法，成功实现了量子算法的远
程分布式执行。

研究人员介绍，该研究首次在城市距离上实现
分布式光量子计算演示，展示了基于量子存储和通
信光缆构建分布式量子计算网络的可行性，为实现
规模化量子计算提供了新思路。

《自然·通讯》杂志审稿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该研究在实现量子网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
展，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实验方向去实现分布式量子
信息处理”。 来源：新华网

跨越7公里
我国科学家研究分布式光量子计算获重要进展

在合肥市区跨越7公里的非局域量子门示意图。（研究团队供图）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科研人员使用一根微小的空心针和一个自行车打气筒，成功将细菌植入
一个真菌中，创造了一种类似于引发复杂生命进化的关系。这项研究有
助了解10亿多年前产生特殊细胞器——线粒体和叶绿体的配对起源。

科学界一个主要观点认为，昆虫和真菌等许多生命形式中都存在内
共生关系，即一种微生物在另一个有机体的细胞内和谐生活。比如，当
细菌在真核细胞的祖先体内居住时，负责细胞能量生产的细胞器——线
粒体进化了；当植物的祖先吞下光合微生物时，叶绿体就出现了。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纳米级的微小针
头刺穿宿主细胞，每次向宿主细胞内递送一个细菌细胞。在经历多次失
败后，研究人员将一种名为根瘤菌的细菌植入到名为小孢根霉的真菌
后，产生了一种毒素来保护真菌不被“捕食”，从而成功建立了一种自然
共生关系。

由于小孢根霉的细胞壁很厚，可以保持较高的内部压力，所以在用
针头刺穿细胞壁后，研究人员使用自行车打气筒以及空气压缩机，来保
持足够的压力输送根瘤菌。随后研究人员观察到，小孢根霉继续它们的
生命周期并产生孢子，其中一部分含有根瘤菌。当这些孢子萌发时，根
瘤菌也存在于下一代小孢根霉的细胞中。这表明新的共生关系可以传
递给后代。

但含菌孢子的萌发成功率较低。在混合的孢子群体中，那些带有根
瘤菌的孢子在繁殖两代后消失了。研究人员利用荧光细胞分选器来选
择含有根瘤菌的孢子，并只繁殖这些孢子。经过10代繁殖后，含有根瘤
菌的孢子的萌发几率有所提高。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组测序发现一些与
真菌萌发成功率提高有关的突变。

研究人员指出，未来有望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培育出新型生物，使
其具备消耗二氧化碳或者大气中氮气等能力。

研究：植入细菌的真菌
为了解复杂生命起源提供线索

一项由英国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新研究显示，被列入国际
极度濒危物种的中国大鲵可能包括9个物种。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
对拯救这些古老动物免于灭绝具有重要意义，保护这些物种是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

中国大鲵俗称“娃娃鱼”，身长可达1.8米左右，是世界现存最大的
两栖动物。中国大鲵的起源可追溯到侏罗纪时代，由于它们的外观在
数百万年中始终保持不变，又被誉为“活化石”。

中国大鲵曾被认为是分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单一物种。然而，
在4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林奈学会进化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中，
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与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利用基因数据证实，中国大鲵
实际上是由分布在不同河流系统中的多个独特物种组成。虽然它们外
表相似，但中国大鲵在基因上已经分化成至少7个物种，而大多数模型
支持9个物种。

论文作者之一、伦敦动物学会动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塞缪尔·特维
说，虽然此前研究人员已提出中国大鲵可能不是单一物种，但通过将大
鲵种群间的遗传差异程度与其他已知大鲵物种的差异程度进行比较，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证实这一点”。
论文作者之一、英国伦敦动物园爬行类和两栖类馆长本·塔普利5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大鲵包括多达9
个不同的物种，但只有4种被科学家命名，只有两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评估了保护状况，且均被列入极度濒危物种。其余物种也同样符合
极危标准，这表明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确保相关保护法能够充分保护
这些珍贵动物。”

塔普利说，中国大鲵在野外灭绝的可能性很高，必须通过各方合作
来防止这些古老动物走向灭绝。 来源：新华社

新研究表明
极度濒危的中国大鲵

可能分9个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