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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向社会输送人才。
大学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毕业生在社会各领域所取得
的成就来体现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只有短短的五十年，之所以迅速成为享有较高国际声誉的著名大学之一，主要
就是因为她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
他们志向高远、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在国内外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为中国科大赢得了“科技英才的摇篮”的美誉。
2008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为中国科大建校五十周年发来贺信，信中称赞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按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弘扬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风，努力
推进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改革创新，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为推动我国科教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中国科大迄今已毕业的5万人中，已有42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同期（
自1963年以来）毕业生中当选院士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其中，本科毕业生中平均每1000人就产生1名院士和七百多名硕士、博士，比例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还有众多的中青年才俊成为我国科技、企业、教育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
在历年评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作为科技界、科技创新型企业界青年才俊代表，科大
毕业生已连续多年榜上有名，获奖总人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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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清晰的物理图像和丰富的实验结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基于半导体量子点激子的量子计算和量子
信息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全书共分8章，第1章和第2章是半导体量子点形貌结构和基本特性简要介绍；第3章至第5章是关于激子
量子比特旋转和量子逻辑运算等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进展；第6章至第8章则是关于激子复合单光子发
射和纠缠光子对发射等量子信息方面的研究进展。
    本书可以作为凝聚态物理、光学、材料科学、量子计算科学等有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上述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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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半导体量子点形貌结构特征半导体量子点是指三维空间受限的半导体纳米结构。
纳米尺度下的量子限制效应造成其类似原子的分立能级，因此，半导体量子点也被称为“人工原子”
。
通过控制量子点的形状和大小可以有效地调节其能级结构，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半导体器件的应用领域
。
近年来，半导体量子点在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方面的研究备受人们的关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
重要进展。
 　　半导体量子点的制备工艺和方法多种多样，如由量子阱异质结构界面起伏涨落而自然形成的界面
涨落型量子点(IFQDs)、分子束外延生长中应力造成的自组织量子点(SAQDs)、微纳加工刻蚀形成的量
子点以及化学方法合成的量子点，等等。
前三种方法直接将量子点生长和加工在半导体芯片上，有利于其集成器件的研究和应用。
本章共四节，分别简要介绍界面涨落量子点、自组织量子点、耦合量子点以及微腔中的量子点的形貌
结构特征。
1.1　界面涨落量子点界面涨落型量子点(IFQDs)最初是在半导体量子阱异质界面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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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共分8章由浅入深地进行介绍。
第1章和第2章简要介绍半导体量子点基本特性，其中第1章是关于半导体量子点形貌结构特征，第2章
是关于半导体量子点的基本相干特性和单量子点的实验探测技术。
第3章至第5章涉及量子计算：第3章介绍半导体量子点激子量子比特旋转及其品质因子，并且比较深入
地讨论了量子点体系中多种复杂的退相干机制对其品质因子的影响；第4章介绍半导体量子点中实
现CNOT量子逻辑门以及Deutsch—Jozsa逻辑运算，这两者是量子计算中的基本量子逻辑操作；第5章
分析和讨论半导体量子点中激子自旋的弛豫机制，并介绍利用相干光学方法实现激子自旋的交换。
第6章至第8章涉及量子信息：其中第6章和第7章分别介绍半导体量子点的单光子发射和级联多光子发
射过程；第8章介绍半导体芯片上单个半导体量子点发射纠缠光子对的特性，分析和讨论多种因素对
光子偏振纠缠度的影响。
在《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的第3章至第8章中，融入了我们在此领域发表的二十
余篇研究论文的成果。
书中每一章都详细给出了相关研究点上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研究论文和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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