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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研制出首个光子路由装置

可应用于未来所有量子计算机构建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房琳琳 发布时间：2014-07-16 【字号： 小  中  大 】 

示意图显示处在中心位置的橙色单个原子将黄色光子分配到不同方向的路径。 

世界上首个光子路由装置。 

  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近日研制出世界上首个光子路由装置。该光子路由装置是一种基于单个原子的

量子装置，可以实现单光子路由功能。这项发布在《科学》杂志上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在构建量子计算机所面临的

重重困难中，人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该装置的核心是一个原子，它可以在两种状态之间切换。被设定的状态为，仅从光纤右边或左边发送单个光

子，相应地，装置中心的原子将反射或者传导下一个传入的光子。比如，一个从右边过来的光子沿着自己的路径奔

向左边，同时一个从左边过来的光子被反射回去，导致处在中心的原子快速翻转。完全相反的情形是，原子让左边

过来的光子正常行进，一旦从右边来的光子逆流而至，这个原子又被快速翻转回来。这种原子基“开关”仅用单个

光子就可操作，不需其他额外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光学设备类似于能控制电流开关的电子晶体管。”魏茨曼研究所量子光学课题组组长

巴拉克·达洋博士说，光子不仅是构成信息流的单位，还具备控制设备的功能。 



  物理学家组织网7月15日（北京时间）报道称，取得这项成果需要充分结合世界上两个最先进的技术。一个是激

光制冷和原子捕获技术，另一个是基于芯片和超高品质的微型光学谐振器的制造技术，二者直接结合起来能制备出

符合实验要求的光纤。达洋实验室所在的魏茨曼研究所，是世界范围内少有的能同时熟练掌握这两种技术的研究所

之一。 

  在研发量子计算机所做的各种努力中，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客观存在的量子“叠加态”，这是粒子以不同形态

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拥有并行处理巨型数据库的潜能。而且，叠加态的无限期存在，能持续对系统进行监控和测

量，防止计算机崩溃。因为量子系统之间完全没有交往，量子系统与其他粒子系统的互动也微乎其微，所以，光子

是量子系统之间通信最有前途的候选对象。 

  达洋博士说：“构建量子计算机的道路仍然很长，我们建造的设备演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系统，可以应用于所

有未来量子计算机的建构。在目前的演示中，单个原子可以做晶体管，也可以做光子间的双向开关，但是在接下来

的实验中，我们希望扩展这种单独作用于光子的设备种类，比如新型光子存储器或者逻辑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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