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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

陈进建! ! 韩正甫4 ! ! 赵义博! ! 桂有珍! ! 郭光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 合肥! $"%%$&）

摘! 要! ! 文章综述了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的基本原理，突出了其在光源制备、光子探测以及量子密钥生成的码率

等方面相对于单光子量子密码术的优越性，给出了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的安全性以及对线路噪声的具体要求，提出

了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今后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 密码学，量子密钥分配，综述，连续变量，相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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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引 言

在信息化时代，及时、准确、安全的信息传递尤

为重要- 密码学正是研究如何有效安全地传递信息

的一门学科，其基本思想是将传递的信息采用某种

方式进行干扰，以至只有合法用户才能从中恢复出

原来的信息，而非法用户无法理解被干扰了的信息-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信双方共同掌握一组比特序

列，这组比特序列像钥匙一样，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信

息，但是有使用价值，密码学中称为密钥，使得通信

双方拥有密钥的过程称为密钥分配-
经典密码学可分为公钥密码和私钥密码，公钥

密码的安全性多数建立在算法的复杂度之上- 例如

T’UU 年美国出了一道将一个 T$’ 位数分解成一个

&V 位和一个 &# 位素数的乘积解密题，估计用当时

的计算机需要用 V Y T%T&年，然而到了 T’’V 年，只用

了 Z 个月就能解出［T］- 事实上，公钥密码面临着计算

机速度、新计算方法和量子计算机的三重威胁，只能

做到现时技术条件下的安全- 私钥密码采用一次一

密的 [=I31L 码，原则上可以做到绝对安全，但是密

钥分配问题无法解决，一次一密的密钥分配更是不

可企及的难题- 量子密码学巧妙地解决了密钥分配

这一关键问题，其安全性基于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只要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正确，就能保证密钥的安

全性，从而克服了经典密码学的弊端-
最早的也是目前研究最多的量子密码协议是

B=33=) 和 BI1HH1IJ 于 T’ZV 年提出的所谓 BBZV 协

议［$］，该协议以单光子作为信息载体，用光子的自

旋、偏振或路径量子态编码信息，即以光子自旋的上

与下、偏振的水平与垂直或光子通过的路径代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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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 . 或 /，成为一个比特的信息& 这种信息传输以

单光子方式进行，编码的变量也是分立的& 然而，以

单光子为信息载体面临着很大的技术挑战& 首先，目

前还没有理想的单光子源，多数是以强衰减弱相干

激光脉冲模拟单光子源，使每个脉冲含有两个以上

光子的几率很小，在实际的密码系统存在传输损耗

的情况下，即使含有两个以上光子的脉冲很少也可

能带来安全隐患［0］；其次，不论是光纤还是自由空

间传输，损耗都无法避免，再加上在通信波段，单光

子探测器量子效率只有 /.1 左右，传输距离有限，

实际有效传输码率非常低& 目前在光纤中实验上的

最远传输距离只做到 /2. 公里左右［3］，实际传输码

率更低达每秒零点几到几比特& 这种指标给量子密

码技术的实际应用带来了严重的限制&
在保证量子密钥分配的安全性基础上，是否可以

采用“强光”而不是单个光子实现量子密钥分配？如果

可能，或许可以改进密钥的分配距离，提高密钥分配速

率？答案是并非完全不可能& 事实上，人们早在 /444 年

就提出基于“强光”的所谓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协

议［2］& 目前已有基于压缩态、纠缠态和相干态为基础的

多种量子密钥分配协议［5—/6］，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好的

证明［/0—6.］，这种协议编码所用的变量是可连续取值的

坐标、动量、振幅以及相位等& 正因为这些编码变量是

连续变化的，通常称为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协议& 连

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所需光源发射频率高；使用多光

子光源，信号较强，适合远距离的密钥传输；不需要复

杂的单光子探测器，而是采用零拍探测测量光强，通常

在室温条件下进行，而且几乎不受普通背景光噪声的

影响，测量频率可达数 789，量子效率高达 441，克服

了单光子探测器探测效率低的弊端，可大幅度提升了

码率，因此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

人们的关注& 为介绍和比较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协

议，我们先对涉及到的各种非经典光源和探测方式做

简单的介绍&

6- 光源

!& "# 相干态

相干态［6/］是量子理论所能容许的最逼近经典

极限的量子态，它是消灭算符 ! 的本征态 !+! " #
!+! " ，由于 ! 为非厄米算符，因此本征值 ! 为复

数，本征值 ! 的模平方为相干态的平均光子数，光

子数呈泊松分布$ 相干态是非正交态，任何两个不同

本征值的相干态互相不正交$ 定义两个厄米算符 %

# /
6（! & ! & ），’ # /

6(（! ) ! & ），其中 ! & 、! 分别为

产生、消灭算符$ 经计算易知，两个算符的平均值分

别为消灭算符本征值 ! 的实部和虚部（〈%〉: ;<!，

〈’〉: =>!），在 ! ) 复平面内（即相空间中），可理解

为 ! 的两个正交分量（ % # !?),"，’ # !+@?"），也可将

这两个厄米算符 % 和 ’ 定义为广义的坐标和动量算

符$ 厄米算符 % 和 ’ 在相干态中的起伏〈（!%）6 〉:

〈（!’）6〉: /
3 ，因此相干态是厄米算符 % 和 ’ 的最

小测不准态，两者的起伏相同，而且与相干态本征值

! 无关$ 换句话说，任何相干态的量子起伏都相同，

真空态（! # . ）是相干态的特例，因此相干态的量

子起伏实质上就是真空的起伏，相干态可以通过平

移算符 *（!）平移真空态得到& 相干态在相空间的

起伏呈现如图 / 所示&

图 /- 相干态在相空间中的表示

!& !# 压缩态

压缩态［6/］光场是非经典光场，泛指一个正交算

符的起伏比相干态相应分量的起伏小的量子态，它

也是一种非正交态& 压缩态可以由压缩算符 +（ ,）作

用在真空态上，使其中一个正交分量上的真空起伏

减少，而另一分量上的起伏变大，即圆状的零点起伏

被压扁而变成椭圆，然后通过平移算符 *（!）使压

缩真空态产生平移而得到，, 为压缩参数$ 压缩态的

平均光子数〈-〉#+!+6 A ?!6 ,，第一项代表相干成

分的平均光子数，第二项代表压缩效应的贡献$ 经计

算同样可得 到 厄 米 算 符%和’在 压 缩 态 中 的 起 伏

B（!%）6 " # /
3 . ) ,，〈（!’）6〉# /

3 .,，当 , # . 时，压

缩态便退化成相干态；而当 , 很大时，测不准椭圆被

压扁呈垂直于 % 轴的直线，对应于 ,(/ 的压缩态，

便是算符 % 的本征态，% 分量的起伏趋于零，而 ’ 分

量的起伏按指数形式发散& 压缩态在相空间的起伏

·$%&·

前沿进展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呈现如图 $ 所示的椭圆状-

图 $! 压缩态在相空间中的表示

!- "# 纠缠态

纠缠态也是非经典光场，体现非局域的纠缠特

性，最早对非局域关联的讨论仅局限于两个经典运

动的粒子［$$］- 4’55 年，6708 将坐标与动量的关联从

理论上上升到对连续变量的量子非局域关联［$"］，从

而确立了连续变量 9:6 纠缠对的数学模型- 连续变

量 9:6 纠缠对可以由相干态经过 3;387<737=1)7 ;*>
)021/ *1=1?7)=02 1?*/0@07=（非简并光学参量放大器，简

称 AB:C）过程来产生- 两束纠缠的 9:6 光束对应

的分量存在一定的 9:6 关联，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中

一束光的某一分量进行测量来估算另一束光相应分

量的值，从而体现 9:6 纠缠对的非局域特性-

"! 平衡零拍探测

平衡零拍探测是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的基本

测量方法，其原理见图 "- 这里以相干态为例对平衡

零拍探测做简单描述，而压缩态和纠缠态的测量与

此类似- 平衡零拍探测包括两路光：信号光 1 和参考

光 D，根据经验，两者的比值在 E%8F 以上为佳- 两路

光经 #%G #% 的分束器进行干涉，用两个探测器分别

测量干涉后两路光的光强，最后经减法器相减后输

出- 理论计算可得最终输出结果为+!+H03（" ! #）

（已经归一化），其中 ! 为信号光振幅，"，# 分别为

信号光和参考光的相位" 当调制参考光的相位 # # %
时，输出结果为+!+H03"，对照相干态在相空间中

的表示可知，得到的结果为相干态的 $ 分量；当调制

参考光的相位 # I J ! K $ 时，输出结果为+!+2;H"
，为相干态的 % 分量-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正是通

过调制参考光的相位来实现密钥分配-

图 "! 平衡零拍探测原理 其中 1，D 表示信号光和参考光的消灭

算符，2，8 表示输出光的消灭算符，探测器 4，$ 分别 测量 8，2 两

路光的光子数相减后输出结果

E!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的基本原理

$- %# 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的发展历程

早期的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方案是从单光子

的量子密钥分配方案中发展而来的，由于使用了多

光子光源和零拍探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密钥生

成的码率［&，L，44］，通常将这时期的方案称为 (MD=08 型

量子密码术- 虽然使用了多光子作为光源，但是由于

方案本身的限制，平均光子数只有 4 光子 K 脉冲，对

密钥的生成码率提高很有限- 另外，同单光子量子密

钥分配类似，共享密钥的双方 C/027 和 F;D 直接共

享的是二进制的密钥，这样一束脉冲光最多只能得

到 4 比特的密钥，而根据信息论的 N(133;3 原理，只

要信噪比足够高，一束脉冲光能够获得多比特的密

钥量- 为了充分利用信道的信噪比，O=;HH(13H 等人

最早提出了全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方案［’］，这种

方案共享的是十进制的密钥元素，再通过 =72;320/01>
)0;3 和保密放大后转化为二进制密钥- 由于全连续

变量量子密码术在码率和密钥量上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 (MD=08 型量子密码术已经基本被摒弃，此后提

到的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一般就指全连续变量量子

密码术-

$- !#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的分配过程

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使用的多光子光源主要有相

干态、压缩态和纠缠态，它们实现密钥分配的基本原理

大致相同，都是由 C/027 制备光源，然后发送给 F;D，

F;D 通过零拍探测随机选择测量信号光的 % 分量或者

$ 分量来共享十进制的密钥元素- 压缩态和纠缠态在目

前的实验条件下制备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两种非

经典光场很不稳定，对损耗特别敏感，在光纤中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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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容易失去其非局域的纠缠性质而退化为相干态，无

法实现远距离的密钥分配& 因此，压缩态和纠缠态的固

有性质决定了其不能成为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的理

想光源& ./011!*,1 等人在文献［2］中证明了实现密钥分

配并不需要非经典光场，需要的只是非正交态，证明了

使用相干态同样能实现相等安全水平的量子密钥分

配，而且相干态在远距离光纤传输中非常稳定，与传输

距离几乎没有关系，是实现远距离连续变量量子密钥

分配理想的光源&
相干态的密钥分配过程如下：（3）4()+5 从一个

中心位置为 6、方差为 !"#6 的高斯函数中，随机选

取 $" 和 %"两个数，其中 !" 为信号的调制幅度，#6

为真空起伏；（7）接着，4()+5 对从激光器中发射的信

号光同时进行相位和振幅的调制，使调制后的信号

光为相干态+$" & )%"〉，然后发送给 809；（:）809 随

机选择测量 $" 或者 %"，并通过公开信道，告诉 4()+5
每次所采用的测量基；（;）经过多次的公开对基后，

4()+5 和 809 之间就建立了一组相关的十进制密钥

元素，然后 4()+5 和 809 通过公开信道公开一部分

密钥元素进行比较，来估算误码率、信道传输率等参

数，从而得到他们之间的互信息量 ’48以及可能泄漏

给 <=5 的信息量 ’"(（ 或 ’)(）& 理论上，4()+5 和 809
能够从密钥元素中提取 * + ’") , ’"( 或（ ’") , ’)(）的

安全密钥，这主要是由 /5+0,+)()*")0,［7;—7>］和 #/)=*+?
*@#()A)+*")0,（保密放大）两个步骤来完成；（B）C5D
+0,+)()*")0, 的作用是将 4()+5 和 809 共享的十进制

密钥元素编码为二进制的密钥，并进行纠错，使 4(D
)+5 和 809 共享相同的二进制密钥；（>）通过 /5+0,D
+)()*")0, 后，4()+5 和 809 共享的相同的二进制密钥

并非绝对安全，其中有部分信息可能被 <=5 窃听，需

要通过保密放大过程来去掉被 <=5 窃听的信息，最

终得到一组可以用来加密信息的安全的二进制密

钥&

!& "#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的安全性分析

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的安全性和 /5+0,+)()*")0,
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 /5+0,+)()*")0, 方案，连续变量

量子密码术的安全性和安全距离是不一样的& 根据

/5+0,+)()*")0, 的纠错方向，可以分为 E)/5+" /5+0,+)()*D
")0,（ 简称 FC）和 /5=5/15 /5+0,+)()*")0,（ 简称 CC）&
FC 是指 4()+5 通过公开信道发送纠错信息给 809，

809 猜测 4()+5 的值，并通过纠错信息进行纠错，这

时信号光的传输方向和纠错方向相同；CC 是指 809
通过公开信道发送纠错信息给 4()+5，4()+5 猜测 809

的测量值，并通过纠错信息进行纠错，这时信道光的

传输方向和纠错信息的传输方向相反& 理论上证明，

对于 FC 方案，在信道传输率大于 B6G（ 信道衰减

小于 :E8）时，密钥是安全的；对于 CC 方案，在任意

的信道传输率下（突破了 :E8 极限），密钥均是安全

的&
在 FC 方 案 中，当 信 道 衰 减 小 于 B6G（ 小 于

:E8）时，连续变量的量子克隆极限［7H—:3］保证了非

相干攻击［:7，::］方案下，密钥是安全的& 当信道衰减

大于 :E8 时，通过分束攻击 <=5 能获得比 809 更多

的信息量，这时的密钥不再安全，因此 FC 方案存在

:E8 的损失极限& 在 CC 方案中，<=5 需要通过测量

4()+5 的值来间接猜测 809 的测量值，因此不管信道

衰减有多大，4()+5 和 809 之间的互信息量总是比

<=5 和 809 之间的互信息量要大，密钥总是安全的&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4()+5 和 809 之间的互信息量

’") I 3
7 (0J7

! & !
3 K !

，而 <=5 和 809 之间的互信息量 ’)(

+ 3
7 (0J7-

7（! & !）（
3
! & !）［37］，其中 - 为信道传输

率，! 为线路的额外噪声，包括由于信道衰减引起的

真空噪声 !6 +
3 L -
- ，以及线路增加的额外噪声 ". 如

果不考虑线路增加的额外噪声 " + 6，那么在任意的

信道传输率下，均满足 ’") / ’)( . 当 "*6 时，要使密

钥安全，" 需满足 " 0 3 L 3
! , 3

- , 3
7（3 L 3

! ）&

3
-7 &

3
;（3 L 3

! ）!
7，在信道传输率 -(6 时，" 0 3

7（3

L 3
! ），由此可见，线路引入的额外噪声对相干态的

密钥分配的安全性影响很大，在高损耗的信道中，只

有满足 " 0 3
7（3 L 3

! ），密钥才是安全的& 图 ; 是相

干态、压缩态以及纠缠态所能允许的最大线路额外

噪声的比较& 由图 ; 我们可以看出，在高损耗信道

中，<MC 纠缠态和压缩态所能允许的最大线路额外

噪声要优于相干态，这是由它们的非局域纠缠性质

决定的& 另外，在信道衰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FC
方案所允许的线路最大噪声要优于 CC 方案，因此

在低损耗高噪声的信道中使用 FC 方案代替 CC 方

案来实现密钥分配更为合适&

B-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的实现

766: 年，./011!*,1 等人在实验室里实现了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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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种连续光源下所能允许最大线路额外噪声的比较

变量的密钥分配 - 实验主要由激光器、5 6 7 干涉

仪、零拍探测以及读出系统等几部分组成- 8/029 通

过 :5; 和 85 来调制信号光的相位和振幅，将信息

加载在信号光的相位和振幅上- <=> 通过 :5$ 调制

参考光的相位来随机选择测量信号光的 $ 个分量，

最后 通 过 零 拍 探 测 实 现 密 钥 共 享- 实 验 中 采 用

?@%3A 波长的激光作为光源，发射频率为 @%%5BC，
信号光强度约 $#% 光子 D 脉冲，参考光为 ;- " E ;%@

光子 D 脉冲，整个实验的零拍探测效率为 %- @;，其中

包括光纤传输率 %- ’$，模式匹配效率 %- ’& 以及光

电二极管的量子效率 %- ’$- 在这个桌面实现中，当

模拟光纤无损耗时，可以得到 ;- ?5>0) D F 的安全密

钥量，当模拟光纤损耗为 "- ;G< 时，可以得到码率

可达 ?#H>0) D F 的安全密钥量-

图 #!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的实现

&! 连续变量量子密码学当前所存在的

困难

!- "# 编码方案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过程中，8/029 和 <=> 首

先共享的是一组十进制的密钥元素，需要通过编码

方案将其转化为二进制密钥- 理论上，编码前后 8/I
029 和 <=> 之 间 的 互 信 息 量 应 该 是 不 变 的，接 近

J(133=3 极限- 然而目前已知的编码方案还达不到

这个要求，而且编码后损失的信息量会随着传输距

离的增加而增加，这也是目前在信道损耗大于 &G<
时得不到安全密钥的根本原因- 按照目前的编码方

案，要想提高效率，使编码后的互信息量达到 J(13I
3=3 极限，就必须加大计算量，而且随着效率的提

高，计算量呈指数增长 ，目前计算能力还不足以应

付如此庞大的计算量- 因此，能否找到一个合理有效

的编码方案，使计算量随编码方案呈多项式增长，以

求达到编码后的互信息量能任意接近 J(133=3 极

限，这是目前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所急待解决的问

题-

!- $# 噪声

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配实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噪

声，这些噪声影响着密钥生成的码率及密钥的安全性-
理论上分析，要使密钥安全，线路增加的额外噪声需要

小于
;
$ !"%

［$&］，当传输 #% 公里时，这个噪声就需要小

于
;
$%"%，距离越远，对这个噪声的要求越高- 因此要想

实现远距离的密钥传输，提高信号传输过程中的稳定

性，减少线路增加的额外噪声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 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的发展前景

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作为量子密码术的一个新

兴分支，从 ;’’’ 年的提出到如今各种各样分配方案

的出现，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 在这几年中，连续变

量量子密码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理论上基本

成熟，而且通过实验得到了验证- 连续变量量子密码

术相对于单光子量子密码术在码率和密钥量上的巨

大优势，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除线路

噪声、K92=320/01)0=3 计算量等限制因素外，连续变量

量子密码术是否还存在其他限制？如何去改进或提

出更有效的协议、实验上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安全

的连续变量量子密码术等，还有待我们去研究探索-

参 考 文 献

［ ; ］ 桂有珍，韩正甫，郭光灿- 物理 学 进 展，$%%$，$$："?;

［L.0 M 7(，B13 7( :，L.= L N- :O=PO9FF 03 :(QF02F，$%%$，

$$："?;（ 03 N(039F9）］

［ $ ］ <9339)) N B，<O1FF1OG L- :O=299G03PF =R STTT S3)9O31)0=31/

N=3R9O9329 =3 N=A*.)9OF，JQF)9AF 13G :O=29FF03P- <13P1/=O9，

;’@4（U9, M=OH：STTT）

·%&’·

前沿进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 . ］ /0()1 2 !" #$& 3& 456& 7#"& ，899:，;<：899=

［ ; ］ 45 > /，?!’ @ & 7#")+A B0""0C，899D，.9：8E.8

［ D ］ F*(#! G H& I!JA& F0K& L，:===，E:：9:9.9.

［ E ］ M)((0CJ 4& I!JA& F0K& L ，8999，E:：988.9=

［ N ］ F0)6 4 O& I!JA F0K L ，8999，E8：9E8.9<

［ < ］ H0CP Q 3 !" #$& I!JA& F0K& L ，899:，E.：9D8.::

［ = ］ RC5AA!*,A /& RC*,S)0C I& I!JA& F0K& B0""& ，8998，<<：9DN=98

［:9］ 2)(T0C!5C, H!，F*(#! G H& !" #$& I!JA& F0K& B0""& ，8998，

<=：:EN=9:

［::］ M)C*,5 G，U*V*,*W* M !" #$& I!JA& F0K& L，899.，E<：9;8..:

［:8］ RC5AA!*,A / !" #$& Q*"’C0，899.：8.<

［:.］ F*(#! G H& I!JA& F0K& L ，8999，E8：9E8.9E

［:;］ Q*V)W) F，M)C*,5 G& !" #$& I!JA& F0K& L，899.，EN：988.9<

［:D］ RC5AA!*,A /，H0CP Q& 3& I!JA& F0K& B0""& ，899;，=8：9;N=9D

［:E］ Q*V)W) F，M)C*,5 G& I!JA& F0K& B0""& ，899;，=8：::N=9:

［:N］ XT()A6)C 2，Y*, LAA+!0 R，H0CP Q 3& I!JA& F0K& B0""& ，899;，

=.：:N9D98

［:<］ RC5AA!*,A /& I!JA& F0K& B0""& ，899D，=;：989D9;

［:=］ Q*K*A+’0A 4，L+), L& I!JA& F0K& B0""& ，899D，=;：989D9D

［89］ B560%J+W 3& I!JA& F0K& L，899D，N8：9D9.9.

［8:］ 郭光灿& 量 子 光 学& 合 肥：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出 版 社，

:==<& ::< Z :<;，D:N Z E9D［R’5 RH& [’*,"’V 7#")+A& M0P0)：

\,)K0CA)"J 5P 2+)0,+0 ] G0+!,5(5SJ 5P H!),* #C0AA，:==<，::< Z

:<;，D:N Z E9D（ ), H!),0A0）］

［88］ @0(( 3& 2& 2#0*W*T(0 *,6 \,2#0*W*T(0 ), [’*,"’V 40+!*,)+A&

H*VTC)6S0：H*VTC)6S0 \,)K0CA)"J IC0AA，:=<<

［8.］ F0)6 4 O，OC’VV5,6 I& O& I!JA& F0K& B0""& ，:=<<，E9，

8N.:

［8;］ Y*, LAA+!0 R，H*C6),*( 3，H0C" Q 3& X^^^ GC*,A& X,P& G!05_

CJ，899;，D9：.=;

［8D］ RC5AA!*,A /，RC*,S)0C I& !""#：‘ ‘ %%%& *C1)K& 5CS ‘ #6P ‘ a’*," Z

#! ‘ 989;:8N

［8E］ RC5AA!*,A /，H0CP Q 3 !" #$& [’*,"’V X,P& H5V#’"& ，899.，

.：D.D Z DD8

［8N］ Y*, LAA+!0 R，XT()A6)C 2，H0CP Q 3& I!JA& F0K& L，899D，

N:：9D8.9;

［8<］ F)T5C6J R Q，G)""0( R !" #$& F0K& 456& I!JA& ，8998，N;：

:;D

［8=］ H0CP Q 3 !" #$& I!JA& F0K& B0""& ，8999，<D：:ND;

［.9］ H0CP Q 3 !" #$& I!JA& F0K& L，8999，E8：9;9.9:（F）

［.:］ RC5AA!*,A /，RC*,S)0C I& I!JA& F0K& L，899:，E;：9:9.9:

（F）

［.8］ H)C*+ 3 X ，R)A), Q& I!JA& B0""& L，:==N，88=：:

［..］ 2(’"AWJ @ L，F*5 F，2’, I H !" #$& I!JA& F0K& L，:==<，

DN：

##############################################

8.<.

封面说明

国家天文台兴隆基地李金增博士与英国阿尔玛天文台的 4)+!*0( O& 2V)"! 教授合作，成功地解析了整个巨分子云范围内

（8b c 8b，:& D W#+）恒星及星团的大尺度结构和形成模式& 该中英合作小组开创性地在 7@ 星团的序列形成模式中全面引入了

中、低质量原星团，使之更全面、更符合巨分子云中星团形成的实际图景，进而成功描绘出玫瑰巨分子云复合体中原星团形成

的全景图（左上图）& 下面两张图分别是玫瑰巨分子云区的光深分布图和玫瑰巨分子云区的尘埃色温分布图&
该系列研究的主要创新成果包括：（:）提出了原星团形成所遵循的多种模式即孤立形成、协同形成及结构式形成模式；

（8）揭示了原星团在整个巨分子云约 :99 #+ 范围内的爆发式形成和大尺度结构，并提出了“玫瑰巨分子云中原星团形成的树

形结构模型”；（.）发现了玫瑰星云与相接巨分子云之间环形交互作用界面内原星团的链式结构形成& 研究小组认为，该弧状

作用界面以及其中原星团的形成，实际上减缓或阻挠了电离氢区对于相临分子云及其中原星团形成的直接影响；（;）进一步

证实了银河系内的巨分子云事实上是孕育恒星及星团的短暂存在的物质形态& 剧烈的大质量星团序列形成过程将不断瓦解

并最终驱散其母分子云，使绝大部分参与了恒星及星团形成活动却未转化成恒星的气体以分子云碎片的形式存在，甚至由反

馈过程重归星际介质的行列& 这些星团形成的残余物质在银河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将开始新一轮的聚集并沉积在银盘上，变

成其旋臂结构的组成部分& 新的分子云复合体最终形成并开始新的恒星形成过程，如此往复，周而复始；（D）在巨分子云致密

核区发现了特性及规模可与 QRH 88;; 相媲美的新生 7@ 星团，并揭示出该大质量原星团具有显著的次结构，而且各子星团及

QRH 88;; 近乎完美地排列于所在旋臂的方向上；（E）在 9& 8 #+ 投影尺度范围内，发现了一个由三个 7 型原恒星组成的多体

系统，其中质量最大的一个拥有约 :.9 个太阳质量，并可能是银河系内已知质量最大的原恒星之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只有

位于一个相接“扇”形区域中的一小群暗红外源与该多体系统成协，而且该子星团投影在远离原星团致密区的位置上，而不是

位于其中心& 预示了这些大质量 7 型星的形成可能蕴含了异乎寻常的形成机制和局域初始质量函数&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李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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