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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分组择定加间隔修正法实现的超距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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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量子纠缠的性质，我们现在确定了以下方法可以实现基于光年距离的超距离通信。 

该方法可以称为分组选择加间隔校正方法。 

缠结中的量子处于叠加的旋转状态，如果观察到的话，其变为旋转状态，左旋转或右旋

转。起初我想介绍一些必要的概念。首先发送消息的一方将被称为发起方，接收消息的一方

将被称为接收方。然后我们知道纠缠中的量子是配对的，其中包括 2 个光量子，称为量子对。

对于这个配对的量子对，发起者和接收者必须分别保有 1 个光量子用于通信。 

第一步是对光量子进行分组，2 对纠缠状态的量子对构成一个量子组，因此该量子组包

括 4 个光量子。这样一个量子组在发起者和接收者中分别有两个光量子被保存在每一方。如

果观察这个量子组，那么双方有三个可能的结果：双左旋转，双右旋转，左右旋转。为方便

起见，我们将它们编译为 AA（双左旋转），BB（双右旋转），AB（左右旋转）。第三步对

三组量子再进行编译，我们将 3 组编为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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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对每一轮量子的观察结果进行区分，分别出有效轮和无效轮。为了观察一轮，

发起者和接收者将分别在己方观察 3 个量子组，也就是 6 个光量子。每轮将有如下所示的可

能结果：AA，BB，AB 或 AB，BA，AB 等。一轮的观察，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结果。我们

将把以下两个结果作为可以传递信息的有效结果看待，命名为有效轮。其一是在一轮中有 2

个 AA 组合的出现，命名为双 AA，其二是在一轮中有 2 个 BB 组合出现的一轮命名双 BB。

因此，我们得到以下 6 个有效轮次：AA，AB，AA 和 AB，AA，AA 和 AA，AA，AB; 以及

BB，BB，AB 和 BB，AB，BB 和 AB，BB，BB。除了上述 6 种有效组合之外，其余都是无

效组合，命名为无效轮。例如：AB，AA，AB 或 AB，AB，BB 等。另外，如 AA，AA，AA

和 BB，BB，BB 有三个 AA 还是 3 个 BB，也是无效的。默认情况下无效的轮，意味着这轮

观察不包括信息，应该被忽略。 

第三步是关于无效量子组的组序确定。如上所定，每一轮中的三组量子是按照先后顺序

依次排列的。例如，AB，AA，AA 这个有效轮，第一组 AB 组合我们命名为无效量子组。AA

和 BB 我们命名为有效量子组。请注意，有效的轮必须具有且只有一组 AB，也就是说一个无

效的组。有效轮由一组无效组 AB 加上两个有效的 AA 或 BB 组组成。当我们分析一个有效

的轮时，我们有必要找出无效的那一组 AB 并确定其所在的顺位。我们必须确定 AB 这个无

效量子组在本轮中的顺序。也就是说，AB 这个无效的组合是出现在本轮第一，第二，还是第

三顺位，我们将这个顺位命名为无效组合 AB 的组序。如 AB，AA，AA 在本轮中，无效量

子组 AB 的顺序为 1; AA，AB，AA 本轮，无效量子组 AB 的顺序为 2; AA，AA，AB 这一轮，

无效量子组 AB 的顺序为 3。 

 

上述一些基本概念已经完成。现在假设一艘航天器从地球开始，经过多年，这艘航天器

离我们 1000 光年。我们必须与这个航天器通信。我们将航天器作为发起者，这是发送信息的

一方，地球一方作为接收方。这种设置是必要的，否则会导致混乱。对于发起者和接收者（即

航天器和地球）之间的通信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在出发前，双方约定具体的沟通时间与频率，这个具体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需要

准确到秒。例如，双方确定每年的第一轮沟通时间，具体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零点零分和零

秒，即某年 1 月 1 日 00:00:00。奇数的年份，航天器作为发起人。偶数的年份地球作为发起

人。双方进行这种具体的沟通频率和具体的时间设置是必要的。我们将这些预先约定的通信

日期（例如 XX 年 1 月 1 日的 00:00:00）命名为固定通信日。除了这样的固定通信外，由双

方可在每一轮固定通信中再行约定一个具体时间进行非固定通信。注意，每个通信必须提前

约定，这不能改变。 

第二，基于上述要求，航天器和地球必须有统一同步的时间度量系统。因为约定的时

间必须是同步一致的，否则无法进行通信。并且时间要准确到秒，当然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

实现了。 

这里我们假设双方都有统一的时间测量系统。 

第三，通信要求对所有用于通信的光量子进行分组和排序。在出发前，航天器应携带

用于将来通信的量子，必须对其进行分组和排序。我们假设航天器和地球需进行 10,000 次通

信，假设我们现在处于通信模式，每一轮次通信需消耗大约 30 万的量子组，那么 10,000 个

通信量就是 30 的量子组。 30 亿个量子组（120 亿个光量子）必须各自编码和排序。离开之

前，地球和航天器分别携带 60 亿个光量子。这个量子不能在途中被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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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排序 30 亿的量子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通信万次，然后每轮次要 30 万

量子组，每轮次 30 万量子组被分离，从 1 到 100000.每 30 万的量子组被设置为一个通信轮次。

如果这一轮次 30 万的量子组大量丢失，那么这轮次通信不能进行，但不影响其他轮的通信。

为什么 30 万的量子组构成一个轮次，这是由我们所采用的以下特大的通信模式所决定。现在

介绍这个特定的通信模式，因为所有的编码排序都取决于此通信模式。我们上面说的一组包

括两对量子，三组构成一轮。现在这样设定，每一分钟由发起者首先观察一组 2 个光量子，

发起者观测后，再由接收者观测。以下是具体程序，在这一分钟内，前面的 40 秒内发起者观

察他们拥有的 2 个光量子，剩下的 20 秒由接收者观察他们拥有的 2 个光量子。例如，约定的

通信时间到了，某年的 1 月 1 日的 00：00：00，双方都进入通信室。 00:00:00 至 00:00:40

这个时间段发起人观察他们拥有的 2 个量子，并记录结果。而这个时间段，接收者不能采取

行动，不能观察他们那端的量子。接收者要等待到 00:00:41 至 00:00:60，这是接收者观察他

们拥有的 2 个光量子的时间段，并记录结果。这是一分钟的过程。如前所述，每轮由 3 个组

量组组成，需要 3 分钟，消耗 6 对量子（12 个单独的光量子）。每轮观察后，我们设置一个

间隔，休息几分钟。 

现在我们需要处理无效组 AB 的顺序，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组序。经过一轮观察，我们

设置了一个间隔。对于无效轮，我们设置 1 分钟的间隔。对于有效循轮，我们设置的间隔取

决于本轮的无效组 AB 的组序。我们将间隔设置为：组序号 NO。+ 1 分钟。 

例如：有效轮次 AA，AB，AA，AB 的组序号 NO。是 2，那么我们得到 2 + 1 分钟的

间隔。也就是说，在本轮观察之后，发起者将等待 3 分钟，然后观察下一轮。为什么要设置

这样的间隔？这是排除随机因素的影响。在本轮中，发起人将观察到结果为 AA，AB，AA，

接收者将观察到结果为 BB，AB，BB。所以接收方也可以知道本轮中 AB 这个无效量子组的

排列顺位也就是组序为 2，他们也可以计算出间隔为 2 + 1，由此推断出发起者将休息 3 分钟，

自己也要等 3 分钟再观察下一轮。 

 

所以如上述计算，三分钟观察三组量子加上一分钟的间隔，通常一轮需要 4 分钟。 

以此类推每小时可进行 15 轮，每 2 小时 30 轮。我们把 30 轮作为一个通讯节。则一节

有 30 轮，消耗 180 对量子。则我们每个部分（2 小时）可以发送一个 BIT，即 1 或 0，即 180

对量子发送一个 BIT。 

 

现在，我们设置按以下顺序发送一节信息：1.双 AA，2.双 BB，3.双 AA，4.双 AA，

5.双 BB。现在到了约定的沟通时间，比如 3XXX 年 1 月 1 日的零点零分零秒 00:00:00，双方

前往通讯室。通信具体过程如下： 

1.00：00：00 至 00:00:40 发端人观察到本端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00:00:41 到 00:00:60

接收者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2.00：01：00〜00:01:40 发端人观察到本端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00:01:41 到 00:01:60

接收者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3.00：02：00 至 00:02:40 发端人观察到本地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AA。 00:02:41 到 00:02:60

接收器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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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成了第一轮三组观察，发起者结果 AB，AB，AA，接收结果 AB，AB，BB。无

论发起人或接收者皆知道这轮没有出现双 AA，所以是无效的一轮，双方休息 1 分钟才能再

次开始。 

现在新一轮开始了： 

1.00：04：00 到 00:04:40 发端人观察到本地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BB。 00:04:41 到 00:04:60

接收器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AA。 

2.00：05：00 到 00:05:40 发端人注意到本端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00:05:41 到 00:05:60

接收器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3.00：06：00〜00:06:40 发端人观察到本地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BB。 00:06:41 到 00:06:60

接收器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AA。 

这完成了第二轮观察，发起人结果 BB，AB，BB，收件人结果 AA，AB，AA。无论

发起者还是接收者都知道这一轮出现了双 AA，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回合，本节的前两个 AA

已经发送给接收者。而无效的 AB 组的序列号也就是组序为 2，所以 2+1 等于 3，双方都知道

间隔为 3 分钟。按照以前约定的顺序：1.双 AA，双双 BB，3.双 AA，4.双 AA，5.双 BB，6.

双 BB。下一轮，发起人需要发送双 BB。 

让我们开始新一轮： 

1.00：10：00 到 00:10:40 发端人观察到本端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00:10:41 到 00:10:60

接收器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AB。 

2.00：11：00 至 00:11:40 发起人观察到本地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AA。 00:11:41 到 00:11:60

接收器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BB。 

3.00：12:00 至 00:12:40 发端人观察到本端的两个量子结果为 AA。 00:12:41 到 00:12:60

接收器观察两个量子结果为 BB。 

这完成了观察第三轮的 3 组，发起者结果 AB，AA，AA，接收者结果 AB，BB，BB。

无论发起者还是接收者都知道这一轮出现的双 BB，所以它是一个有效轮。本节的前两个 BB

已经发送到接收者。而无效的 AB 组的序列号也就是组序为 1，所以 1 +1 等于 2，双方都知

道间隔为 2 分钟。按照以前约定的顺序：1.双 AA，双双 BB，3.双 AA，4.双 AA，5.双 BB，

6.双 BB。下一轮，发起人需要发送双 AA。 

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三轮，传送了一个双 AA，2.双 BB。我们还需要发送剩

余的 3.双 AA，4.双 AA，5.双 BB，6.双 BB 这几个余下的部分。过程的模式已经出来了，以

下 3.双 AA，4。双 AA，5.双 BB，6.双 BB 可按上述模式发送。 

我们之前提到过，我们把两个小时作为一个通信节。2 小时(120 分钟)，它必须配备 180

个量子对来预备一段通信。根据上面两个小时的模型，我们传递了一条有效的信息，那条信

息就是:1。双 AA,2。双 BB,3。双 AA,4。双 AA,5。双 BB,6。双 BB。那么这条信息的意义是

什么呢?接受者收到这条消息可以清楚地理解这条信息并非来自于无序混乱的随机观察结果，

而是在人类人工选择之后发送的结果。根据二进制代码，这两个小时的消息可以被编码为 1

或 0。目前，我们且将这个人工选择的信息编码为 1。是的，这是非常低效的，一个通信节(2

小时)只能发送一个 1 或 0，但是考虑到这可能是在数十万光年或更长距离之间的信息传输，

这种效率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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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编码了二进制的 1，那么 0 呢?很容易处理，在接下来的一个通信节（2

个小时）里，在开始的 40 秒内，发起人观察所有的 180 个光量子。也就是说，在 1 月 1 日，

02:00:00 至 02:00:40，发起人将同时观察所有 180 个光量子。因此，接收者会意识到:信息是

混乱的，不能被解码。那这两个小时的混乱无法解读出明显人工择定的迹象的观测结果，我

们编码为 0。然后可以以此类推依次用二进制代码来输入进行信息传输。 

结论 

这里的通信模型本身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并且有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改变。重要的是，编

组并按轮发送量子包加上依据组序进行间隔休息的这一思路是决定性的。当然，亦不能排除

随技术的进步未来会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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