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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续仍然能保证安全。如此就实现了从主叫方手机到被叫方

手机间的端到端的加密，通话的语音信息即使被其他人获取到

也无法获得真实内容，安全性显著提高。

不过，这种安全通话实现的前提是双方需要同时支持该

项技术，并且需要用户到临近的服务站下载自己的专属密钥到

SIM 卡中，如果专属密钥用完了，要再去服务站补充，就像去

加油站加油。另外，能进行量子安全通话的手机在基本功能上

和普通手机一样，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也是无法通话的。

从电信运营商推出的“量子密话”就能看出来，这里的“量

子通信”其实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通信技术，而是密钥分发的

技术，也就是利用量子本身的特性，生成密钥，进行“量子密

钥分发”。

目前，有了墨子号卫星和“京沪干线”，中国已经实现了

千公里级的量子通信。中国量子通信领域研发团队的领军人潘

建伟提出：量子通信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

信网络体系。具体的实现步骤是：首先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

通信网络，进而通过中继器实现邻近两个城市之间的连接，最

终通过卫星平台中转来实现遥远区域之间的连接。

按照这样的路线，量子通信未来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扩大量子

通信网络的有效覆盖范围，包括实现量子通信网络和经典通信网

络的无缝衔接、实现可支持千公里量级的量子中继、发展下一代

可全天时工作的量子卫星网络等。另一方面，我们需推动核心器

件的自主研发、相关应用标准的制定和规模化的应用示范。

施郁则从理论上畅想：随着技术的进步，量子通信也可能

不只停留在密钥分发的领域。不过，它在未来也并不是对现有

通信技术的完全替代，而是与经典通信方式结合和互补。

从“被鄙视”到“超热门”

眼下，量子科技热得烫手，已被世界各国列入增强未来竞

争力的发展战略。“现在，年轻人来报我的研究生学量子物理、

做量子研究，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它是热门和潮流。”施郁说。

但是，当年他自身面临的情况，与如今完全不一样。

1985 年，参加高考的施郁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并从此开启

了延续至今的在理论物理尤其是量子物理理论的学术之路。其

实，他与量子的结缘还要追溯到更早。“我在高中的时候，看

到当时出版的苏联科学家写的一本《量子力学史话》，从此对

量子产生了兴趣。这本书，至今还在我老家的书架上放着。”

施郁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尽管被认为是量

子力学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但到最后并不接受量子理论是一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展示的“高速量子密钥生成终端”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