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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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计算机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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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册，内容包括经典纠错码理论、CSS量子纠错码
、稳定子量子纠错码、无消相干子空问和无消相干子系统理论、容错量子计算、拓扑量子计算等。
书后附录内容包括量子力学概要、量子纠错码的群论基础、群表示理论、李群和李代数。

《量子计算机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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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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量子计算机研究（下册）：纠错和容错计算》是作者在国防科技大学为研究生讲授量子信息专
题选讲讲稿的基础上，经整理、补充、改写而成的。
《量子计算机研究（下册）：纠错和容错计算》的目标就是追踪这一快速发展的领域，对众多的文献
资料进行初步归纳、整理，构建一个初步的系统、体系，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有普遍意义的结果，
希望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研究生、教师以及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起到参考和导引作
用，希望借《量子计算机研究（下册）：纠错和容错计算》的出版为推动我国量子计算机研究尽一点
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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