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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簡評： 

    量子光學是從量子之觀點，直接解釋諸多光學現象，並探討光子與其他量子

(如電子)之反應。量子通信技術與量子渾沌理論是近年國際量子光學研究之重

點，技術與理論的突破除將對傳統密碼通訊之方式產生實際影響，並將對目前諸

多未解之物理現象提供理論之基礎。 

    李瑞光副教授長年致力於量子光學理論，為國內之佼佼者，他 2008 年所提

出的量子相變理論，解決過去理論無法延伸至無限多量子之間交互作用之限制，

而如美國光學學會會訊所言(李副教授之量子相變理論入選美國光學學會2008全

球重要光學研究)：「此理論提供未來強關聯系統實驗亟需之模型基礎。」2008

年，他也同步以量子光學理論，提供超慢光孤子與暗光孤子行為之理論基礎，為

量子訊息處理與相關通訊實驗應用提供一有效的物理平台。其後所延伸之量子渾

沌理論，更進一步利用面射型雷射來驗證。量子渾沌理論之實驗極難進行，李副

教授之實驗除對量子渾沌理論之實驗驗證提供一極具吸引力的實驗平台，其實驗

結果亦對目前之微型半導體雷射開發與操控，及光子晶體之相關研究提供及有趣

之新研究方向。李副教授之研究成果，極有可能將台灣建立為國際上量子光學與

量子渾沌研究之重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