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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量子力学中的纠缠关联性，提出了数据链路层的量子通信协议 * 该协议把线路分为忙闲时段，量子纠缠

态的分发预先在闲时段完成，数据经由经典链路发送，确认帧经由量子纠缠信道发送 * 量子信息的传输可以是瞬

时的，因此两个发送成功的数据帧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可以大为减小 * 研究表明该协议能有效地提高数据链路的

最大吞吐量，改善数据链路层停止等待协议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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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引 言

量子信息学是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相结合的产

物，包括量子密码、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测量

等 * 近年来，量子信息学在理论和实验上都取得了

重要突破，引起各国政府、科技界和信息产业界的高

度重视 * 量子力学中的奇特物理现象在信息领域中

有着独特的功能，在提高计算速度、保障信息安全、

增大信息容量和提高检测精度等方面可以突破现有

的经典信息系统的极限［!—!$］* 利用量子力学的基本

原理和特性可以很好地解决经典情况下一些无法解

决的难题 * 例如，@2;25 小组提出了一个 AB415=25C 问

题的 量 子 解 决 方 案［!&］，而 分 布 式 计 算 中 古 老 的

AB415=25C 问题在经典情况下被证明是无法解决的 *
文献［!+，!’］利 用 量 子 光 学 中 的 .DE（.25;=C25，

D:F:3;GB 15F E:;C5）关联对的非定域关联性以及量子

远程通信，设计了一个量子同步通信协议，通过在不

可靠的信道上传递纠缠粒子，逐步建立可靠的信道，

解决了两军问题，该协议在经典通信和量子通信中

连接的建立与释放，通信 ,:H（I>132=B :J ;C6K29C）和网

络性能提高等方面有重要应用价值 *
众所周知，数据链路层协议的作用是在不太可

靠的物理链路上实现可靠的数据传输［!-］* 实用的停

止等待协议 LE,（1>=:01=29 6CMC1= 6CI>C;=）的优点是

比较简单，缺点是通信信道的利用率不高 * 连续

LE, 协议和选择重传 LE, 协议可以适当克服这些

缺点 * 当传播时延很大，例如卫星通信，停止等待协

议就很不适用，这时必须采用连续 LE, 协议 * 如果

信道的传输质量很差因而误码率较大时，连续 LE,
协议不一定优于停止等待协议 * 为了进一步减小两

个发送成功的数据帧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有效地

提高数据链路的最大吞吐量，改善数据链路层停止

等待协议的性能，本文结合量子力学中特有的纠缠

现象和量子信息的传输特性，对数据链路层的停止

等待协议进行改进，提出基于纠缠的数据链路层量

子通信协议 *

# 8 数据链路层的停止等待协议

当网络中两个结点要通信时，数据的发方 ! 必

须确知收方 " 是否已经处在准备接收的状态 * 因此

必须对数据链路进行管理，即建立、维持和释放数据

链路 * 发方发送数据的速率必须使收方来得及接

收，因而必须采用流量控制技术 *
对于数据链路层的停止等待协议，设 # J 是一个

数据帧的发送时延，数据帧沿链路从 ! 到 " 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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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为 !!，" 收到数据帧所花的处理时间为 !!"，发送

确认帧 #$% 的发送时延为 ! &，传播时延为 !!，设 #
处理确认帧的时间也为 !!"，则对停止等待协议，两

个发送成功的数据帧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为

!’ ( ! ) * + !! * + !!" * ! & , （-）

设含帧丢失的数据帧出错概率为 $，并假设确认帧

不会出现差错，而且允许重传的次数不受限制，则正

确传送一个数据帧所需的平均时间 !#.为

!#. ( !’ *（- / $）!
0

% ( -
%$% !’ (

!’
- / $， （+）

数据链路的最大吞吐量为

!1&2 ( -3 !#. (（- / $）3 !’ , （4）

从（4）式可知，对给定的数据链路而言，数据帧

含帧丢失的出错概率变化不大，要提高链路的最大

吞吐量，必须减小两个发送成功的数据帧之间的最

小时间间隔 !’ , 处理时延 !!" 和确认帧的发送时延

! &一般都远小于传播时延 !!，因而在经典情况下提

高数据链路的最大吞吐量一般依靠提高线路的传输

速率 ,

4 5 数据链路层的量子通信协议

量子力学表明：“构成自旋 678 对的两个反方

向飞行的粒子，经过足够长时间之后，它们空间波包

肯定已不再交叠，但它们的自旋态依然彼此关联：各

自的自旋取向均依赖于对方而处于一种不确定状

态 , 一旦对其中一个粒子做自旋取向测量，使其产

生坍缩，则另一粒子虽然处于遥远而未知的地方，也

将瞬间同时发生自旋态的坍缩 , 这是一种瞬时的、

不受相对论定域因果律约束的、不可从中阻断的关

联坍缩”［-9］, 量子远程通信和纠缠交换的出色实验

证实了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 不考虑信息中经典部

分的传递，单单就信息中量子部分的传递———量子

态的关联坍缩而言，不论是转移复系数的量子远程

通信还是转移纠缠模式的量子纠缠交换，都具有以

下三个共同的特性［-9］：-）转移是瞬间实现的；+）转

移时无需预先知道对方在哪里；4）转移过程不会

为任何障碍所阻隔 , 换言之，除了建立量子信道的

时间，量子信息的传输可以不需要时间 , 我们利用

量子力学中的这一特性，经由量子信道发送确认帧，

可以缩短超时重传时间，提高数据链路的最大吞

吐量 ,
状态的改变是一个客观的物理过程，量子态的

关联坍缩是可以实验观测的 , 本文采用量子远程通

信来发送确认帧 , 量子远程通信过程中信息分为两

部分，量子信息（瞬时的超空间转移）和经典信息（不

大于光速），最终信息传递速度不大于光速 , 实际数

据链路有忙闲时段之分，假如我们在闲时段分发

678 关联粒子对，建立量子纠缠信道，在忙时段通过

传递量子信息确认帧便可以提高通信的效率 , 为叙

述方便，假设通信双方约定确认帧（确认量子信息）

处于量子态 :"〉( -
";

: <〉* +
";

: -〉，发方和收方在链

路闲时段所共享的 678 关 联 对 始 终 处 于 纠 缠 态

:#
/ 〉( -
"+

（ : <〉: -〉/ : -〉: <〉）, 收方发送确认信息

时，制备一粒子处于确认帧量子态 :"〉，并采用可以

识别 =>?? 基 :#
* 〉( -

"+
（ : <〉: -〉@ : -〉: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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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的装置对新制备的粒子 :"〉和

预先共享的一个粒子进行联合测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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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所得的结果可能是 =>?? 基中的某一个，出现

概率都是 -3A , 到了设定的测量时间，发方测量与收

方相对应的纠缠粒子，如果收方发出了确认帧，收方

粒子所处量子态必定为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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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出现

的概率都是 -3A , 当出现上述四个状态中的任何一

个时，就表明数据帧已正确接收 , 这四个量子态是

非正交的，非正交态的区分可以参看文献［4，-;，

-B］, 值得指出的是，非正交量子态不可以区分，但

是在允许破坏量子态的前提下，区分非正交量子态

是可行的 ,
根据以上确认帧的传送和检测方法，数据链路

层的量子通信协议（量子停止等待协议）的算法描述

如下：

在发送结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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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机取出一个数据帧 "
!#）"（!）!$，｛发送状态变量初始化｝"
!%）#（!）!"（!），｛将发送状态变量的数值写

入发送序号｝"
将数据帧送交发送缓存 "
!&）将发送缓存中的数据帧发送出去 "
!’）设置等待测量计时器，并等待，｛选择适当

的超时重传时间｝"
!(）到了测量时间，进行量子测量，判定确认帧

是否发回，若发回，从主机取一个新的数据帧；

"（!）!［! ) "（!）］；｛更新发送状态变量，变为

下一个序号｝"
转到 !%）"
!*）若未发回，转到 !&），｛重传数据帧｝"
在接收结点 $：

$!）"（$）!$ "
$#）等待 "
$%）当收到一个数据帧，就检查有无产生传输

错误，若有错，不发送否认帧，直接转到 $#）；否则执

行后续算法 "
$&）若 #（ !）+ "（ !），则执行后续算法；否则

丢弃此数据帧，并转到 $#）"
$’）将收到的数据帧中的数据部分送交主机 "
$(）"（$）!［! ) "（$）］，同时执行量子测量，

发送量子确认帧 "
与经典停止等待协议算法在接收发生错误时必

须发送否认帧不同的是，量子停止等待协议算法只

发送确认帧，不发送否认帧 " 若在设定的时间内发

方没有收到确认帧，就重传数据帧；若在设定的时间

内收到了确认帧，则发送新的数据帧 " 这适当减轻

了链路的负载 "
对于量子停止等待协议，处理时延包含经典处

理时延 %,-和量子处理时延 %.,-，但是经典处理和量

子处理可以同时进行，因而总处理时延 &,- / %,- 0
%.,-，实 际 上 总 处 理 时 延 可 以 取 为 &,- + 123（ %,-，

%.,-）" 由于确认帧的发送时延 % 2 和量子处理时延

%.,-可以有重叠，为分析方便，设 %,- 0 % 2" %.,- 4 % 2，
那么两个发送成功的数据帧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5为

&5 + % 6 0 %, 0 # %,- 0 % 2 + %5 ) %, " （’）

数据链路的最大吞吐量为

!123 + ! ) ’
&5

+ ! ) ’
%5 ) %,

" （(）

令", +
! ) ’
%,

，因为 %5 4 %,，由（%）式得", 4"123，即 $

/"123

",
/ ! " 整理（(）式得

!123 + !
!
"123

) !
",

+ "123

! )"123

",

4"123 " （*）

由（(）和（*）式可知，该协议的最大吞吐量比经

典停止等待协议有明显的改善 " 一般而言，处理时

间和确认帧的发送时延都远小于传播时延，即 %5 +
% 6 0 # %,，&5 + % 6 0 %,，因而基于纠缠的数据链路层量

子通信协议对网络性能改善是显著的 " 当数据帧长

较短，线路传输速率较高，一个数据帧的发送时延 % 6
较小，而链路较长时，传播时延 %,较大，该协议比经

典停止等待协议强得多 "
在计算机通信的早期人们就已发现，对于经常

产生误码的实际链路，只要加上合适的控制规程，就

可以使通信变为比较可靠，例如面向字符的 789:
789 协议和 ;<= 协议 " 充分发掘量子信息学的特殊

原理，可以在不可靠的信道上建立可靠的信道，也可

以通过量子与经典相结合的方式来减少某一阶段经

典通信的时间 " 量子信息的传递可以是瞬时的，但

是量子信道的建立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该通信协

议就是通过在闲时段预先建立量子信道以便在经典

通信阶段节约时间 " 一个网络最主要的性能指标就

是吞吐量和平均时延，吞吐量代表服务的数量，平均

时延代表服务的质量 " 因此该量子停止等待协议在

提高网络通信性能方面有明显的意义 "
通过设置多个不同的 >#〉态，可以类似地实现

连续量子 ?@. 协议 " 同样的道理，连续量子 ?@. 协

议比连续 ?@. 协议优越 " 对于传播时延很大的卫

星通信，停止等待协议很不适用 " 量子停止等待协

议虽然比停止等待协议有较大的改进，但是在卫星

通信这种大传播时延的情况下，其性能一般仍不如

连续量子 ?@. 协议 " 因此，从数据链路最大吞吐量

的角度看，连续量子 ?@. 协议才是最优的数据链路

层通信协议 "
值得指出的是，分发纠缠光子是在空闲时段完

成，因此系统需要量子内存，而目前量子内存尚不实

用 " 然而研究中经常借助量子内存，例如 ;AB21 等

人对量子密码网络的研究中就借助了量子内存［#$］"
为避免分发纠缠态时遇到高优先级的通信，可以将

纠缠态的分发设置为最高优先级，以避免对量子缓

存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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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利用量子力学中的纠缠关联性和量子信息传输

的瞬时性，提出了数据链路层的量子通信协议 # 该

协议把线路分为忙闲时段，量子纠缠态的分发在闲

时段完成，建立纠缠量子信道，数据发送过程中的确

认量子信息经由纠缠量子信道以量子远程通信的方

式传送 # 由于确认量子信息传输的瞬时性，有效地

改善了数据链路层停止等待协议的性能 # 该协议的

实现比经典的停止等待协议复杂，因而只在时间起

关键作用的通信过程中才能真正体现其优势，比如

战争情报等时间性强的通信 # 随着量子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该协议实现的成本必将大为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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