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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主要从事超导量子比特以及超导约瑟夫森结系统的研究。多年来在微纳米尺度
超导约瑟夫森结系统设计、制备、测量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设计、制备并测量得到
了退相干时间长达4微秒的能隙可调型磁通量子比特，是该系统中目前最好的结果。
对磁通型量子比特的设计、制备以及进行量子比特实验所必须的极低温、极低噪声测
量系统的搭建、操作有着深刻的理解。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将超导量子比特系统与NV色
心系综相干耦合。该项工作是通往长寿命固态量子存储器的第一步，有望从根本上解
决短退相干时间给超导量子比特方案带来的困难。此外，还系统的研究了超小铌结的
位相扩散行为，首次明确观测到量子区域的位相扩散现象。系统研究了
Bi2Sr2CaCu2O8+δ单晶表面本征约瑟夫森结的性质，包括结的自热效应、结的宏观量
子隧穿效应等。 

报告摘要： 
超导量子比特是目前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其显著

优点包括良好的工艺可扩展性、单比特的精确可操控性
以及比特间的易耦合性等。但其技术上难以获得足够长
的退相干时间，特别是在多比特复杂的量子系统的情况
下。而固态中的自旋系统则通常具有很长的退相干时间，
但工艺上却难以加工扩展到多比特系统。因而将两者结
合起来形成的量子杂化系统则有可能取长补短，最终朝
着实用的量子计算前进。 本次报告将介绍我们在磁通量
子比特与金刚石中的氮-空穴（NV）色心的量子杂化系统
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主要包括：（1）磁通量子比特的
改进版本——能隙可调型磁通量子比特的设计、制备和
测量得到的微秒量级的退相干时间；（2）能隙可调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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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通量子比特与NV色心系综的相干耦合；（3）在该杂化系统中演示的单比特量子存
储操作；（4）系统中存在的集体模暗黑态。最后，将对该种类型的量子杂化系统的
优缺点进行简要的讨论与分析，并对未来的工作做一个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