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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介绍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隶属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

独立法人单位, 是以计算科学为牵引的多学科基础研究机构, 成立于 2009 

年 8 月。中心的定位是开展计算科学研究, 促进科技发展, 打造一个国际一

流的开展计算科学及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平台。 

中心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努力开展计算科学相关学科的交叉和创新研

究, 共有七个研究部：物理系统模拟研究部、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

材料与能源研究部、复杂系统研究部、应用与计算数学研究部、力学研究部、

计算方法研究部。研究领域涵盖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

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基础、前沿领域。中心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以合办

会议、合带博士后、人员互访等丰富形式开展合作, 努力推动学科交叉、加

强学术交流。作为一个基础性、跨学科、开放式的综合研究平台, 中心将成

为中物院在各个研究领域开展创新研究的重要支撑, 开展对外科学技术交流

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的摇篮, 同时填补我国计算科学

相关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空白。 

本次“量子开放系统理论”培训班是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物理系统模拟

研究部主办的系列培训班“量子开放系统与量子技术: 从基础到前沿”系列培

训班的第一期。该系列培训班将对量子开放系统和各类量子信息技术 (如量

子传感、量子模拟、量子计算、量子通讯等)基础理论和前沿进展进行系统性

追踪和介绍。计划每期培训班关注上一年度国际上在相关领域(量子开放系统

和量子技术)的进展情况, 选择 1~2 个有代表性的科学问题, 介绍相关的基础

概念和最新进展。本次培训班全程采取集中授课+交流讨论的形式, 每天上、

下午各安排专题授课, 上午9:00开始, 下午 14:30开始, 每场课程持续约 2.5 

小时, 包含课间休息和提问交流环节; 主要介绍量子开放系统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以及最新进展, 为后续培训学习打好基础, 同时加强与中物院内外

研究单位科研人员的合作交流。 

我们诚挚欢迎各位学员参加本期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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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须知 

培训地址: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三层第二会议室,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9号楼中关村软件园二期(100193) 

现场报到: 

 11 月 28 日下午 14:00~17:00  

(中心三层第二会议室外) 

 11 月 29 日早上 08:30~09:00 

(中心三层第二会议室外） 

培训时间: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   

上午 09:00~11:30，下午 14:30~17:00 

用餐安排: 培训期间午餐、晚餐自助，

请前往中心 B1层餐厅凭餐券用餐 

发票领取: 12月 1日(星期五), 下午 14:00~17:00 (中心三层第二会议室外） 

无线网络: 账户名: csrc_guest | Wi-Fi密码: csrc20150308 

文件下载: 培训日程、参会证明等相关文件提供电子版, 如需下载请至培训班网页： 

http://www.csrc.ac.cn/en/event/schools/2023-11-01/85.html 

注意事项:  

 请自觉遵守培训纪律，不迟到、不早退，因故不能参加培训或需提前离会，

请尽早联系告知会务组。  

 培训期间中物院院内单位学员须每天签到一次, 以便统计发放培训证书。 

 进入会场前请自觉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以免影响他人。 

 北京近期最高气温 5°c左右, 昼夜温差大, 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 

会务联系: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刘薇 (13717776118, weiliu@csrc.ac.cn)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冯怡 (18600984303, fengyi@csrc.ac.cn) 

 

http://www.csrc.ac.cn/en/event/schools/2023-11-01/85.html
mailto:weiliu@csr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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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日程 

 

2023.11.29 (星期三) 

08:30~09:00 现场报到、签到 

主持人: 杨  文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09:00~11:30 
邵久书 (北京师范大学) 

量子耗散系统的随机描述方法 

11:30~14:30 讨论交流、午餐午休 

14:30~17:00 
严运安 (鲁东大学) 

广义朗之万方程 

17:00~18:30 讨论交流、晚餐 

2023.11.30 (星期四) 

08:45~09:00 签到 

主持人: 胡时杰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09:00~11:30 
景  俊 (浙江大学) 

从量子态扩散方程到主方程 

11:30~14:30 讨论交流、午餐午休 

14:30~17:00 
王  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开放体系量子力学: 耗散子理论 

17:00~18:30 讨论交流、晚餐 

2023.12.01 (星期五) 

08:45~09:00 签到 

主持人: 莫崇杰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09:00~11:30 
安钧鸿 (兰州大学) 

非马尔可夫退相干及其对量子传感的影响 

11:30~14:30 讨论交流、午餐午休 

14:30~17:00 
吴  宁 (北京理工大学) 

中心自旋模型: 精确可解性和非平衡动力学 

17:00~18:30 交流总结、晚餐 

 茶歇时间: 每天上午 10:00-10:30，下午: 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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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I) 

    邵久书，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1992年在德国乌尔姆大学理论化学研究

所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南开大学南开数学研究

所任博士后、副教授，1996年－1997年德国锡根

大学、奥格斯堡大学任洪堡学者，1998年－2001

年美国依利诺大学访问学者，2001年年入选中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员，2002年获

杰出青年基金，2006年至今任北京师范大学化学

学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 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2011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理论及计算光化学》主持人。研究方向：理论化学、

理论物理。主要研究兴趣为复杂分子系统的量子动力学、分子手性控制以及

生物分子手性同一性起源等问题。 

 

 

 

 

 

    严运安，鲁东大学教授。2002年于中国科学

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02-2012 年，

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美国德克萨斯理

工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德国罗斯托克大学

和日本九州大学进行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研究，

2012 年加入贵州师范学院，2018 年加入鲁东大

学。严运安教授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发展新方法模

拟凝聚相中分子体系的耗散动力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C%96%E5%AD%A6%E5%AD%A6%E9%99%A2/25422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9B%BD%E9%94%A1%E6%A0%B9%E5%A4%A7%E5%AD%A6/44526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9B%BD%E9%94%A1%E6%A0%B9%E5%A4%A7%E5%AD%A6/44526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6%A0%BC%E6%96%AF%E5%A0%A1%E5%A4%A7%E5%AD%A6/34721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5%8C%96%E5%AD%A6%E7%A0%94%E7%A9%B6%E6%89%80/28930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5%8C%96%E5%AD%A6%E7%A0%94%E7%A9%B6%E6%89%80/28930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6%94%BF%E5%BA%9C%E7%89%B9%E6%AE%8A%E6%B4%A5%E8%B4%B4/72605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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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II) 

    景俊，浙江大学物理学院光学与量子信息研究

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物理

系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上海大学物理

系讲师、副教授、吉林大学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

教授，2017年起任浙江大学物理学院光学与量子信

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获 2009 年度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

学者称号。主要致力于开放量子系统动力学、几何

量子计算、量子退相干、量子光学系统与固态量子系统的状态调控以及量子

测量基本理论的研究。 

 

 

 

 

 

    王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副研究员。2020

年取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徐

瑞雪教授。2020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以京

教授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历任博士后研究员、特任

副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 (1) 复杂系统的动力学理

论与方法；(2) 凝聚相中的化学反应与光谱学；(3) 平

衡与非平衡体系量子热力学；(4) 量子统计在交叉学

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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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III) 

    安钧鸿，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 年

在兰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同年按兰州大学萃英计划

留校任副教授。自 2006年起，先后任台湾成功大学

量子资讯中心博士后、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研究

员、新加坡国立大学量子技术中心访问研究员，2011

年 5 月任兰州大学教授；2013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 年入选甘肃省飞天学者；

2018 年当选中国物理学会量子光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2019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及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特

邀会员；2021年入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研究方向为量子物理的基础问题，包

括量子光学、量子精密测量、量子/拓扑相变以及非平衡量子统计动力学等。 

 

 

 

 

 

    吴宁，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理论物理系长聘

副教授。 2006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学专业

并保送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室，于

2011年获理论物理博士学位。2011-2016年先后在

清华大学物理系，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和马德里自治大学理论凝

聚态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低维

自旋系统及其动力学、量子物理、光与物质相互作

用等。已在 Phys. Rev. A/B/E, J. Chem. Phys., Physica A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