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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履历—个人简介

2010年7月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

2015年7月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育简介

2014年9月-2015年7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聘为助理研究员。

2015年8月-2018年3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聘为副研究员。

2018年4月-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

工作简历

获奖情况

2013年获得王大珩高校学生光学奖

2015年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

2016年获得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2018年获得国际会议light conference“光学未来之星”奖



我该做什么？



寻找自己的兴趣部落

1. 短期目标：读大一的时候下定决心考研。

2. 学习态度：学习专业知识一定要学全面，而且要学好。

确定人生目标---搞科学研究

常常思考一些问题：电话是怎么通信的？收音机

如何接收信息的。觉得世界好神奇，为什么会这

样？原理是什么？——学习物理学！

坚持“玩的好的人，学习也不会差”

（兴趣爱好：玩RPG游戏，盗QQ密码，轮滑，跳街舞……）



拜师学艺

导师：史保森 教授
师训——要想做科研就不要混！

研一时候的小目标
因为兴趣选择的冷原子这个方向的，

当年选择量子这个方向，自己心里也没有
底，不是很清楚到底做的是什么。但是发
现自己对量子力学比较有兴趣。既然有兴
趣，那就去搞！

那年9月报到，10月就开始做实验。

给自己人生划重点：
除了上课时间，我一般都在实验室待着。渴望师兄能够带着自己做实验。
那时候就想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发一篇SCI。



什么是SC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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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不是期刊，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SCI论文是被SCI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

SCI论文写作注意事项：
1、阅读高质量的SCI论文，阅读专业权威期刊论
文；
2、看文献时要随时摘录，不能看了就扔了，因为
这些刚学到的新知识还需要巩固；
3、选定一个具有新颖性的课题，一步一个脚印，
量力而行。



刚读研不知道做啥、迷茫怎么办？



进入科研角色

1、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第一步

1、精读刚毕业师兄
师姐的毕业论文

2、把感兴趣的内容归个类

3、寻找一个自己能够
做的长久的研究方向

第二步 第三步



选择课题

2、找到要研究的内容

我该研究什么？

• 调研选定方向的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学会写一篇学术文献的report，包括：

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用到什么技术
方法等等。

• 寻找出该方向未解决的科学问题
学会区分热点的新问题和陈旧问题，陈旧

问题一般都是硬骨头，不建议初期尝试。

• 然后对选择的问题进行评估
寻找出需要哪些基础知识，需要哪些理论

算法和实验技能，并想办法逐一攻克（巨大
的工作量，也是提升自己的机会）



论剑你我

拒稿虐我千百遍，我对投稿如初恋

如何面对拒稿？
研一的时候做了很多实验，投稿总是被拒。

不被承认，烦躁~~~

但我就是要接着干，往前冲。当时想着，如果现在放弃，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后来研二就有了回报，一下子发了有近10篇SCI文章。所以大家做实验不成功
的时候，一定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还有，遇到问题，一定要去请教别人，不
要觉得不好意思。做科研，要自信，不抛弃不放弃。”



同行认可

红外上转换目的：

（1）一般的红外波段探测器很
难买到（一般是军禁产品）。而
且红探测灵敏度有限，效率低，
而且还需要冷却。

（2）可见波段的探测器很容易
买到，便宜，不需要冷却。

Of these, military 
stakeholders will have the 
deepest pockets. The only 
question is how quickly it 
can be studied in more 
detail.

Ref:arxiv.org/abs/1203.613
2: Experimental 
Upconversion of Images

http://arxiv.org/abs/1203.6132


Nature, 
Science, 

PRL?

压力最大的时候

幸福时刻：对自己的成果的美好预期

更高的目标—>NPG, APS, SciencePG(大牛俱乐部？)  

如何突破自己的瓶颈？

找原因！

提升工作的质量

更高的技术 更多的物理内容

2013年开始做单光子图像的量子存储实验
1. 单光子制备（无）
2. 单光子存储（无)
3. 螺旋位相片(无)



实验首次验证了单光子的轨道角动量以及叠加态能够被存储和恢复，
证明了高维量子存储的可行性

中科大丁冬生及其合作者实现了
可以存储携带轨道角动量单光子
的量子存储器。

Nat. Photon.亮点推荐

1. 单光子OAM量子存储
D-S Ding et al. Nat. Commun. 4. 2527(2013)

MIT Technology Review.评价

标题：
第一个存储单光子形状的
量子存储器在中国诞生

副标题：
世界上第一个存储单光子形状的量子
存储器在中国实验室



Science综述介绍：
牛津大学校长
Review引用

基于冷原子的存储器有能力存

储单光子。

量子信息专家W. 
Tittel, C. Simon等
专题综述评价

最近在(50)中实现的携带轨道

角动量标记单光子的量子存储

凸显出利用EIT效应可在冷原

子系综中存储空间多模的能力。

2014年-2015年被SCI标注为高引用论文，受到引用的次数为物理学术领域
中最优秀的1%之列，同时被Science 、 Nature子刊等引用。

1. 单光子OAM量子存储
D-S Ding et al. Nat. Commun. 4. 2527(2013)

量子存储焦点综述
-新方向聚焦

我们期望更多关注诸如存储轨

道角动量（31）等新自由度

的工作。



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己？



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思考

发了一篇好文章之后，很难再发一篇好的.

如何做到循序渐进?

总结起来归于以下几点

1. 不能以短浅的目光看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做完了就不做了。应该
用发散的思维，继续考虑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值得探究的地方。

2. 要多跟导师沟通。在思想碰撞中产生新的想法。对于研究生来说，
一定要学会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思考问题。充分了解自己，剖析已
发表的成果。

3. 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东西。当有一定的积
累的时候，一定要继续挖掘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让自己进步，
有自我的提升。



工作亮点

2014年完成OAM纠缠的
量子存储
Phys Rev Lett. 114, 
050502 (2015)

2015年完成OAM高维
纠缠的量子存储
Light: Sci. & Appl. 
5, e16157; (2016)

做科研要系统，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2016年完成存储单元
间不同自由度的纠缠W 

Zhang, D-S Ding
（通信）et al. Nat. 
Commun. 7，
13514（2016）



|Ψ> =(|L>|R>+|R>|L>)/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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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AM二维纠缠的量子存储
D-S Ding et al. Phys Rev Lett.114, 050502(2015)

|Ψ> =(|L>|L>+|R>|R>)/2
1/2

首次将光子纠缠的轨道角动量空间模式存入到原子中，实现轨道角
动量2维纠缠的量子存储



|Ψ> =(|L>|R>+|R>|L>)/21/2

20

该论文SCI他引172次， 2015年-2017两年被SCI标注为高被引论文
受到引用的次数为物理学术领域中最优秀的1%之列。

2.OAM二维纠缠的量子存储
D-S Ding et al. Phys Rev Lett.114, 050502(2015)



实验首次实现拉曼的

偏振纠缠存储。

Nature Photonics. 
9, 332–338 (2015)

高维OAM纠缠d=7

共同通讯作者

3.OAM高维纠缠的量子存储
D-S Ding et al. Light: Sci. & Appl. 5, e16157 (2016)

制备 存储 探测著名量子信息先驱科学家Anton Zeilinger
(2010年沃尔夫奖获得者)撰写的综述中积极评价该
工作，并引用实验光路图作为亮点评论（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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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存储的专题综述中，
作者用大段的文字，并
引用我们的实验光路图
对我们OAM存储方面的
工作进行重点评论

国际著名杂志Journal 
of Physics B的编辑
邀请我们写一篇关于轨
道角动量纠缠存储的
Topical Review(已
完成)。

邀请撰写专题综述

第一个存储单光子空间形状
的实验被(125)完成…2013年丁等人证明OAM

真实单光子的量子存储…



导师喜欢什么样子的学生？



1、导师喜欢自信、动手能力强并且对做学术研究热爱的学生；

2、导师喜欢有创新能力的学生，经常能有新颖的想法提出来；

3、在喜欢的方向上做有深度的研究，导师喜欢思想独立的学生。

导师喜欢什么样子的学生？

更好地了解自己比了解导师更重要，毕竟科研是为自己而

做，最终也是为了提升自己；换言之，一个好导师也更希望自

己的学生能够顺顺利利地走在科研道路上，最后有所成就。



尊师重道，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位老师！

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导师相处？



4. 存储单元不同自由度纠缠—超纠缠、杂化纠缠
W Zhang, D-S Ding（通信）et al. Nat. Commun. 7，13514（2016）

利用被动锁定干涉仪，实现偏振和轨道角动量自
由度的合并和混合。



波兰学者Wojciech Wasilewski的关注，并在Optica
杂志上（Optica 4, 272-275 (2017)）积极评价

4. 存储单元不同自由度纠缠—超纠缠、杂化纠缠
W Zhang, D-S Ding（通信）et al. Nat. Commun. 7，13514（2016）

存储单元与存储单元的超纠缠光子与存储单元之间的超纠缠

制备纠缠 存储纠缠



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验现象



1、往往重要的物理原理都隐藏在一般的物理现象中

2、不要放过每一个不起眼的物理现象！不要局限在单一的课题方向

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验现象

“……然后，我记得是在两三天以后，盖革十分兴奋地跑来告

诉我，‘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某些散射粒子向后方跑出来了……’

那真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最难以置信的事件，它几乎就象你

用15吋的炮弹射击一张薄纸，结果炮弹返回来击中了你那样也

令人难以置信！”

……卢瑟福

随后建立了卢瑟福的核式模型



5. 理论和强光实验检验拉曼存储的可行性
D-S Ding et al. Phys Rev Lett. 114, 093601 (2015)

理论计算 实验检验
拉曼存储的可行性

观测光前驱波的非线性和存储-大带宽量子存储



怎样表达好一个科学问题？



开国际会议和编辑做推销

各种顶级期刊杂志的编辑

---拥有对稿件的绝对控制权

Noriaki Horiuchi

1、向编辑介绍自己工作的突破点

2、克服自己的胆怯，和高水平的学者沟通学术问题

3、和编辑交谈，学习期刊编辑看问题的思路

2014年QCMC国际会议偶遇nature 

photonics编辑



6. 光子偏振纠缠拉曼存储
D-S Ding et al. Nat. Photon. 9, 332–338 (2015) 

实现了低噪声、大带宽拉曼存储，并首次实现光子纠

缠的拉曼存储

~7 ns

2. 存储带宽 ~ 200 MHz

1. 干涉仪
制备光源：主动锁定干涉仪
存储光子：被动锁定干涉仪

---带宽比传统方法
(~10-20 MHz)提
升一个数量级



目前为止唯一的利用拉曼方案实现光子纠缠存储的实验工作!

量子信息专家Wolfgang Tittel引用

最近，在冷原子中实现了极低噪声的非
经典光的拉曼存储

Topical review引用

6. 光子偏振纠缠拉曼存储
D-S Ding et al. Nat. Photon. 9, 332–338 (2015) 

量子存储最新的综述积极引用

在原子系综中实现单光子的拉曼存储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进展

目前为止唯一的利用拉曼方案实现光子纠缠存储的实验工作!工作
还被著名量子信息专家法国居里大学的Laurat教授、韩国著浦项大
学的Yoon-Ho Kim、潘建伟院士、清华段路明教授、交大张卫平教
授等在PRL、PRX、Nat.Commun.、Nat.Photo.、npj Quant.Inform.
等期刊作为宽带存储的代表性工作广泛引用



7. 存储单元之间的编码与解码—量子直接通信演示
W Zhang, D-S Ding（通信） et al. PRL 118, 220501 （2017）

利用存储单元之间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实现基于存储
器的量子直接安全通信。（google 引用364次）

技术瓶颈：
存储单元之间的纠缠



8. 原子体系与非线性晶体的链接
D-S. Ding, et al. Optica 2, 642-645(2015).

著名的量子光学专家
Sébastien Tanzilli
在撰写的Topical 
Review（J. Opt. 18 
(2016) 104001）中
积极评价我们的工作

基于单光子的非线性参量过程，实现了原子系综和非线性晶体的
杂化耦合
最后，中国合肥（小组）利用杂化的
级联过程产生了通信波段的三光子



出国or not

正确认识自己

我们在研究生的生涯里，除了要展开自己的学术工作外，还要评估自己的学术
水平能不能和国外接轨。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地了解自己，询问自己的内心：
做科研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出国要有计划，不能盲目!

实验室郭老师跟我说了:“你想出去是因为你不够自信，你觉得你在国内
干不出更好的成果，所以你才想报一个大牛组，混几篇好文章再回国。”所以
你才想依靠大牛，想借助大牛的光环来得到更好的成果。

那个时候我的确迷失了自己，我庆幸身边有丰富阅历和经验的长辈能够提醒自
己，让我很快找回自己。那次“走弯路”之后，14年的下半年我就做了4篇一
区的工作，在15年全部发表了（1篇Nature Photonics, 2篇PRL，1篇Optica）。

出国的目的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需求？



如何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1、时间越长，自己越能成为专家！

2、坚持自己的方向是需要时间来考量，有人3年，有人10年。

3、求知欲是持续前进的动力。

如何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如果你已经进入到科研角色，那么一定要珍惜这五年的时

间，有的人可能是6年或者7年的时间。这可能是你最接近科

学的时间段。



12从开始看到现象，到最后发表成果近5年时间

9. 实现里德堡原子自组织模拟的平台



PRX viewpoint 报道

中科大的丁冬生以及合作者展示
了自组织相变的平台

每年美国物理学会18000篇文章遴选100篇ViewPoint封面报道.



如何与其他方向交叉？



1、不同的方向会给你带来新的知识体验

2、未来的科研生涯和发展方向可能是交叉方向

3、多看，多想，多交流是形成交叉方向的必要条件

如何与其他方向交叉？

没有哪一个研究方向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只有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永远都不要想着别人的光环也能闪耀自己！做自

己认为最合适的科研。



11.人工智能增强的里德堡原子多频微波传感



20位的相
位解码

机器学习优于
一阶主方程

11.人工智能增强的里德堡原子多频微波传感



做科研需要合作吗？



1、寻找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

2、把你的最得意的工作（自己的边界）和顶尖学者沟通，他们

会让你觉得天外有天

3、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态度

和国际顶尖学者建立合作

没有人能约束你去沟通，只有自己的胆怯。害怕这个无边

却又很难懂的世界，所以你害怕你自己。

敢于冲出自己的牢笼，不要被自己的思维束缚，用强者的

思维去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



11. 实现单光子的非互易装置

国际大牛的合作会让自己进步更大！



单体

多体

灵敏度49 nV/cm/Hz1/2 Accepted by Nature Physics

12. 实现了基于里德堡原子相变的临界点增强传感



国际合作

v v

德国波恩大学
Hannes Busche博士

英国杜伦大学
Charles S. Adams教授

丹麦奥胡斯大学
Klaus Mølmer教授

RIKEN理论物理实验室
Franco Nori教授

2018年以来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合作者包括瑞典皇家艺术科学院院
士(Franco Nori教授)，Review Modern Physics副主编(Klaus Mølmer
教授)，汤姆森奖章和获奖者(Charles S. Adams教授)，玛丽居里奖学金获
得者(Hannes Busche博士).

合作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刊Nature Physics, Science Advance, Phys.
Rev. X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广泛的合作会让我们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可以提前学和掌握的小技能
1. 用到的计算软件：Mathematica, Matlab, Python or C++…

几点建议（for科学实验的小伙伴们)



2. 用到的数据处理软件Origin, Mathematica, Matlab…

几点建议（for科学实验的小伙伴们)



3. 用到的画图软件，Illustrator, Photonshop, Autocad，
3D MAX…

几点建议（for科学实验的小伙伴们)

太多太多，选择其中一个，精通它！



5万字的图书

Email: dds@ustc.edu.cn

Photon：18756074783



祝大家科研一路
顺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