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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怪 异 的 ”量 子 世 界 与 

少年班学院里的“追星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营活动侧记 

7 月 30日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营迎来了现任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物理系教授、光学和量

子信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由郭光灿院士带领营员走进 21

世纪最热门的量子研究，探索“怪异”而神奇的量子世界。 

报告会中，郭光灿院士首先以经典世界和量子世界的差异为引

子，通过生动的事例、风趣的语言和活泼的漫画向科学营的营员们展

现了出一个怪异而神奇的量子世界。郭光灿院士展示一幅冬季滑雪的

漫画，形象地说明了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的差异：一片雪地上，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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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穿过一根树桩时，在经典世界里只能有一条路线；而在量子世界

里却可以像魔术师一般在树桩两侧同时留下痕迹。为了让大家更容易

理解这个专业术语，郭院士还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一对母女，

母亲在合肥，女儿在北京。在女儿生孩子的那一瞬间，无论母亲和女

儿相隔多远，不用任何手段，在合肥的母亲就能顺理成章地变为外

婆。”这些简洁明了、浅显易懂的语言，让营员们听得聚精会神。 

随后，郭光灿院士将报告的视角转向量子理论的应用领域，指出

用量子理论研发的新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现实的经典世界。例如，量

子计算机可以加速某些函数的运算速度、破解公开密钥；量子因特网

使用量子纠缠通道将通信节点连成网络，传送量子比特，可实现分布

量子计算；量子密码可提供不可破译、不可窃听的保密通信。 

为了不耽误这场报告会，郭光灿院士直接从医院赶到了现场，在

来之前的前一刻还躺在病床上吊水。这种敬业和奉献精神也深深的打

动了在场的每一个营员，在整整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台下的营员们一

直在安静地聆听着院士的报告，有的还在认真做着笔记。在与院士的

交流环节中，营员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纷纷抓住机会向郭院士提出

自己关注的问题，虽然抱病在身，但是郭院士仍一一回答。报告会结

束后，郭院士还向营员们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希望你们继续我们

这一代的衣钵，投身到国家的建设当中，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坚持悟

性、灵性、韧性相结合。未来是属于你们这一代，你们要继续发扬敢

于追求和勇于追求的精神，为这个时代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自宣城中学的带队陈建老师，在聆听完讲座后十分感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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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讲座给了高中生和院士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这是学生们成长

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而郭院士带病来为我们做讲座，更是为同学们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的十几名学生也尝试了一回“被追

星”的感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中科大分营营员与科大少年

班的学生们进行了交流活动，营员接二连三的抛出各种问题，让这些

“少年精英”们几乎应接不暇。作为“前辈”，少年班的学哥学姐介

绍起经验来，也是倾囊相授毫不吝啬。来自马鞍山红星中学的张悦同

学，提出了如何解决考试紧张，如何形成一个好的学习方法的问题后，

就得到了来自少年班学院三位同学的详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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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结束后，还有很多没来得及提出自己问题的营员，不愿浪

费与“偶像”零距离接触的机会，纷纷追着这些的学哥学姐们继续讨

教经验，有的还要来了学哥学姐的手机号，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

备。 

太湖中学黄平平在心得中写到：我想他们并不是“天才”，但是

他们的注意力和兴趣比较稳定，学习目的性和自制力较强，能对自己

的追求执着不渝。而且，随着分析概括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他们会

不断地追求知识的系统化，并渴望对事物的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深入理

解。再有就是他们有自立、自学的素养和习惯，使得他们的思考更独

立、思想更活跃。我想就算是一个很笨的人，如果做到上面那几点，

也未必不会成为天才。其实摘下“天才”的面具，大家都是一样的。

他们能做的，我们也都能做。关键是要有钻进去的决心与永不放弃的

毅力。我们要注重培养我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培养不怕艰难险阻、

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丁肇中教授就说过：“这是一个学者成功的重

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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