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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提名意见

完成人自 2008年以来立足量子信息与量子度量学研究领域，

围绕量子关联、量子参数估计、量子相变、量子开放系统动力学等

前沿问题进行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拓了特

殊环境中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的研究方向，推动量子信息学与量子相

变等交叉领域研究；将精确数值方法推广至量子环境及含时系统形

成特色研究方法，为研究量子开放系统提供重要理论工具；完善了

量子度量学核心概念——量子 Fisher信息的理论框架，为量子度量

学与量子精密测量的发展作出基础性贡献。主要科学发现包括：提

出优化生成子算符获得最佳相位参数估计精度的一般性方法；完善

了量子 Fisher信息定义，适用于更为普遍的任意秩量子态；率先开

展量子相变与 Fisher信息的相关研究，揭示临界涨落对参数估计精

度的重要影响；提出一种新的量子速度极限，充分适用于混态情况，

是目前最为实用的三种量子速度极限之一；将精确数值方法推广至

含时量子开放系统，为验证含时操控有效性提供有力工具；提出关

于量子失协类型的量子关联的几何度量的新形式，率先给出量子退

相干通道中的量子失协准确表达式；提出度量非马尔科夫（信息回

流）效应的新方式，可用于非幺正的更广泛的动力学过程。系列成

果在相关领域权威期刊发表，获得国内外同行广泛关注，被知名学

者引述、评价，并应用于相关理论和实验研究。

提名该成果为 2023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