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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量子信息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量子物理学为基础，融人计算机科学、经典信息论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
，主要包括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个分支。
本书是关于量子计算机研究，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是关于量子计算机原理和物理实现，下册是关于量子纠错和容错量子计算。

由李承祖和陈平形等编著的《量子计算机研究（上）——原理和物理实现》为上册，内容包括计算机
从经典到量子、量子位和量子逻辑门、量子算法、量子计算机动力学模型、离子阱量子计算机、基于
半导体量子点的量子计算机、固体超导量子计算机、绝热量子计算、簇态和簇态上的量子计算等。

《量子计算机研究（上）——原理和物理实现》兼有基础性和系统性特色，既包含学科主要基础理论
，又系统介绍了当前该领域前沿主要研究方向和动态。
全书体系清晰，逻辑严谨，分析深入，推导详尽。
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又可供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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