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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過程】 

高中生&大專生之量子世界相聚歡 
 

量子世界的奧妙與艱澀，令人著迷又困惑，吸引各年齡層想一窺究竟，澳洲物理學家-克

里斯費利(Chris Ferrie)甚至出版了寶寶量子力學系列套書。那麼，當高中生與大專生於量子

領域相聚，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量子科學推展平台-中區子計畫辦公室」於去年下旬策畫量子科

學專題競賽活動，邀集各高中、大專院校學子以量子領域的實作及程式應用參與投稿。本次競

賽於 12 月 27(?)日截止收件，經專家進行初審後，於 1 月 21 日舉辦「高中&大專生量子科

學專題競賽發表暨研討會」，由參賽者進行複審的口頭發表。 

本次參賽包括團隊與個人，如臺大化學系的施麗釵同學以布洛赫球面動力學 (Bloch 

sphere dynamics)為研究方法基礎，分析 IBM Q 量子電腦，探討其於 NISQ (Noise 

Intermediate Scale Quantum)之應用。中興大學物理系的游雅棠同學則是以貝爾不等式為

題材，嘗試建立互動式教材網頁，對於應用於物理/量子教育中的量子糾纏態，提出其見解與

展望。竹科實中的戴昀婕、周廷威、段奕鳴等三位同學，則是設計製作微波吸收物質，並測量

其微波特性，藉以提供量子電腦操作時的低噪音環境。彰化縣精誠高中的張仁瑀、劉子睿、徐

育兆同學則以量子醉漢行走為題，研究糾纏態粒子的量子隨機行走結果。這四項作品，也獲得

評審與參與活動觀眾的一致好評，分別獲得各專題組的第一名。各組參賽者除了發表研究主題

外，也利用休息時間進行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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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場交流：高中生與大專生的量子相聚歡 

為了讓參與者更不虛此行，本活動也安排了兩場邀請講座。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

榮幸邀請到清大物理系的林秀豪特聘教授開講，林教授以「不失憶的記憶體」為題，分享其與

材料科學團隊合作，如何透過理論與實驗探討電子自旋流，發展出新一代的 MRAM(磁阻式隨

機存取記憶體)。另一場由中興物理系施明智教授開講，施教授以「量子力學之數值化」為題，

引導聽眾利用套裝軟體與程式語言進行量子物理現象的數值計算，以視覺化方式理解艱深的數

學式子所表達的涵義。 

興大物理系「量子科學推展平台-中區子計畫辦公室」舉辦本次活動，除了提供豐碩的競

賽獎金，也成功促成師生與同儕間的學術交流，誠為所有參與者的無形收穫。讀者是否好奇本

競賽的相關辦法，以及本次獲選作品及得獎者呢? 敬請繼續閱讀下一頁的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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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競賽榮譽榜】 

 

 

 

 

    心動了嗎?~ 可關注 2022年底活動訊息公告，趕上腳步報名!! 

        計畫各活動訊息公告傳送門：https://qt.ntu.edu.tw/qoa/

 

參賽組別 獲獎名次 作者姓名與學校 作品題目 

大專 

實作組 
第一名 

臺灣大學 化學系 

施麗釵  

A Noise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Bloch Sphere Dynamics 

大專 

程式應用組 

第一名 
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  

游雅棠 
貝爾不等式教材製作 

第二名 

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 

葉俊廷、李敏綸、 

陳亭君、劉家豪 

一維無限深位能阱 

第三名 

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 

王威堯、孫郁傑、 

徐靖鈞、王哲峻、張凱甯 

Stern-Gerlach Simulation in Python 

高中 

實作組 
第一名 

竹科實中 

戴昀婕、周廷威、段奕鳴 

超導量子位元工作頻率中微波吸收材料之研

究 

高中 

程式應用組 
第一名 

精誠高中 

張仁瑀、劉子睿、徐育兆  
量子醉漢行走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量子科學推展平台台中區子計畫辦公室 

協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推展中心 

指導單位：科技部量子科技專案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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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深度報導】 

之壹：那些年，我的量子糾纏--互動網頁建置初體驗 

獲獎者：中興大學 物理系 游雅棠 

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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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深度報導： 

 

榮獲大專程式應用組第一名的雅棠，自高中時期就對物理領域產生好奇與熱衷，並以

「特殊選才」方式升學。獲獎時為中興大學物理學系大四學生，之後接續就讀清華大學物理學

系研究所。除了此次參賽經驗，雅棠亦曾多方嘗試參與物理領域活動，包括曾於大一時，參與

「物理辯論比賽」；大二時，透過系上徵選，參加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的物理學術交流，與另六

位同儕到廣州進行為期一週的實作交流。 

本次獲獎專題所建置的互動式學習網頁，係以「貝爾不等式」為例，將原先的紙本教

材轉化以線上網頁方式呈現。使用者可與網頁互動，即時計算不同參數的結果。作品源自於雅

棠擔任「量子觀念簡介」的課程助教，在備課時閱讀了 Shankar、Griffith 等人所寫的量子

書籍，進一步思考如何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專業知識。雅棠運用了雙主修資工系的背景知識，

嘗試製作以「網路」為媒介可線上學習的教材，並以免費網站應用平台 REPLIT 完成測試。過

程中恰巧獲知專題競賽訊息，修改進化為參賽投稿的版本。 

雖然成功建置了以貝爾不等式為例的互動式網頁，但雅棠不諱言，現階段使用這個平

台仍有其瓶頸。REPLIT 平台雖可暫時免費使用，但若要求網路穩定性和額外功能則須付費。

收費對於現階段仍為學生的雅棠而言，成了難以克服的問題之一。此外，雅棠也希望有機會可

以推廣或是傳承這個平台。 

本計畫團隊(量子科技科普與教學網絡推動計畫-中區科普教育推廣計畫)於瞭解雅棠的

研究需求之後，積極協助雅棠共同規劃能夠延續「量子教學/學習互動式網頁」這個專題，目

前先以支援網頁費用的方式，幫助雅棠更進一步探索、進化量子教材互動式網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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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貳：IBM Q 與 NISQ 的邂逅 

獲獎者：臺灣大學 化學系 施麗釵 

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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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深度報導： 

 

麗釵於本次競賽活動榮獲大專實作組第一名。獲獎時，是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大四學

生。她於高中時期因興趣原規劃主修電機、資工領域，但因緣際會下主修了化學。對其而言，

參加化學年會、參與科技部計畫研究工作等，屬課外學術活動的日常。畢業後將續於台大化學

系攻讀碩士學位，然麗釵也分享了長遠志向，希望能有機會至國外攻讀博士學位，爾後至私人

公司擔任軟硬體校正研發人員。 

大二時麗釵即師門於鄭原忠教授，持續以「量子電腦雜訊之分析」為其個人研究主題，

也是從那時便參與「量子線上學院」的撰稿工作。大三時，曾參與量子黑客松(Hackathon)活

動。此次參賽的主題，即是其於實驗室不間斷投入的議題之一。對其而言，撰寫專題過程中最

困難的並非數據分析，而是當數據分析結果產出後，如何以物理分析及理論佐證，合理解釋所

產出的分析結果。 

遇到瓶頸時，麗釵通常會請益師長，確認大方向後，再獨立搜尋資料、解決問題。實

驗室的同儕成員研究主題互異，但大家定期開會交流討論分析方法。當問到了何以實驗室的同

儕並未參賽，麗釵不禁莞爾，原誤解可投稿的量子主題限定於「量子電腦」或「量子科技」較

進階的議題，到了賽事當天，才驚覺可投搞的量子主題涵蓋範圍不如所想般限縮。 

麗釵也提到，此次參賽除了吸睛的獎學金以外，也希望能夠藉此機會拓展視野，觀摩同儕間研

究的量子議題。當聊及參賽專題作品的延續，以及本計畫團隊(量子科技科普與教學網絡推動

計畫-中區科普教育推廣計畫)能夠給予的協助，麗釵當下期許能有再與清華大學林秀豪教授、

中興大學郭華丞教授交流請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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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量子醉漢行走 

獲獎者：彰化縣精誠高中 張仁瑀、劉子睿、徐育兆 

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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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深度報導：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中的仁瑀、子睿、育兆於本次競賽活動，以「量子醉漢行走」為題，

榮獲高中-程式應用組第一名。參賽當時，仁瑀、育兆是高三生，子睿則是高二生。來自於不

同班級的三位菁英，緣份的起始點，是對於量子領域的熱衷；深信透過以下專訪內容，讀者或

可了然於心。 

 基於對量子領域的熱愛，三人曾參與大大小小的相關課外活動，本次參賽主題，即是

參與國內知名學術活動-量子黑客松(Hackathon)的工作。雖該次競賽並未獲獎，然三位成員

仍堅持到底，極力省思問題所在並大幅修改內容，成為此次參賽作品。專題撰寫過程中，仁瑀

主要負責理論驗證，子睿再據此進行電路實作，育兆整合理論與實作，三人合作無間。難能可

貴的是，獲獎後的三人，持續以「量子隨機行走對物理系統的影響」為題延續研究，且已近乎

完成。 

即便是主修物理的大專生，對於量子知識尚可能一知半解，仍是高中生的仁瑀、子睿、

育兆，已成立了「台灣學生量子電腦交流會」(SQCS)，且分別是第一、二屆的總召、副總召。

於 2020 年成立的 SQCS，目前成員數累積多達 873 位，包括各校的大專生與高中生。除了

每週的幹部定期會議外，SQCS 不定期舉辦線上主題講座、營隊活動，提供成員間量子交流平

台。主要的指導老師包括中原大學資工系的黃琮暐助理教授，以及於 IBM 擔任研究人員的呂

文森博士。 

更值得令人讚嘆的是，交流會與外部單位已有重要合作成果。在 AGAI 賦智行雲科技創辦人-

林志鴻董事長的邀稿下，仁瑀、子睿、育兆等出版了「量子電腦應用與世界級競賽實務」一書，

並上架販售。介紹至此，專刊的讀者們或許對於這三位菁英的未來動向感到好奇? 透過特殊選

才方式，仁瑀將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育兆將至國立成功大學就讀。目前仍是高二生的子睿，

則以醫學系為目標，將量子研究的熱忱轉移至醫學，研讀「蛋白質折疊」的相關知識。當問及

對於要兼顧課內外活動如何紓壓時，受訪的子睿與育兆有默契地表示，對於接觸感興趣的事物

如量子，本身就是抒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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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肆：超導量子位元工作頻率 

獲獎者：竹科實中  戴昀婕、周廷威、段奕鳴 

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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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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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伍：時空變化與粒子束縛 

中興大學物理學系  陳亭君、葉俊廷、李敏綸 專訪 

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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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深度報導：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系大二生亭君、敏綸、俊廷於本次專題競賽活動，榮獲大專程式應

用組第二名。專訪之始大家即謙虛表示，對於榮幸獲獎實屬意料之外，對於大二的他們而言，

「量子」這個名詞雖非全然陌生，但論及量子物理的專業則所知極為侷限。 

「量子電腦」是吸引敏綸、亭君探索量子領域的起始點。敏綸以「這個酷名詞」形容

量子電腦，並進一步分享這是他高中時期參與物理社團的緣起之一。原誤解量子電腦與一般電

腦計算差異性不大，相較於艱澀的量子力學應較容易理解。直到選修了量子相關課程，才驚覺

箇中奧妙與艱深，語畢，另兩名組員不假思索地大表認同。 

由於選修了量子課程，而結識了該堂課程助教(學長)，同時也是本次大專程式應用組第

一名的獲獎者-游雅棠。本組特別感謝於選定參賽主題、撰寫…等過程中，雅棠的多方面指導。

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正是這組的最佳寫照。敏綸主要負責撰寫程式，俊廷、亭君則是負責查

找、彙整可以驗證程式結果的理論資料。競賽當日，口頭發表的重責大任則是交由擅於言詞的

亭君。 

團隊於程式撰寫、試作、理論驗證、再試作、再驗證的循環過程中，不斷突破，終而

完成專題作品。亭君、俊廷認為最大的瓶頸在於撰寫程式，以 Python 指令將數學方程式代換；

敏綸則認為最困難之處，在於如何於程式運算後解釋其物理意涵，目前具備的量子背景知識仍

貧乏，因此限縮了其解釋能力。 

「因為我們要讓不懂量子物理的人，懂量子物理，所以恰好由你們不懂量子物理的人

撰寫作品，就可讓不懂量子物理的人，懂量子物理了!」訪談末，輕鬆氛圍之下，團隊詼諧地

分享了當時猶豫是否參賽之際，師長鼓勵他們參賽時的話語。姑且不論這份作品，是否已讓不

懂量子物理的人懂了量子，惟至少為這組團隊開了一扇量子知識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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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陸：STERN-GERLACH SIMULATION IN PYTHON  

中興大學物理學系  王威堯、孫郁傑、徐靖鈞、王哲峻、張凱甯 

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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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深度報導： 

 

榮獲大專組第三名的凱甯、威堯、哲峻、郁傑、靖鈞，共五位同學組團參賽(以下簡稱

團隊)，他們笑稱是此次參賽人數最多的隊伍。參賽時是大二生，團隊的成立源自於「量子觀

念簡介」課程，專訪過程中，大家坦言「量子」在物理領域屬於進階課程，有一定程度的難度。

惟其於大一時，由於 COVID-19 疫情嚴峻，當時錯過了物理辯論賽，因此團隊決定把握此次

參賽契機。 

富有創意的團隊原天馬行空地提案以「N 維無限深位能阱」作為參賽專題，經請益師

長後，了解到此問題需鑽研更精深的量子背景知識，因此後來決定以較為基礎的議題 -

「Stern-Gerlach Simulation in Python」，作為參賽作品題目。合作過程中，團隊最需要

克服意見歧異時的溝通、負責工作的分配等問題。負責團隊整合的哲峻提到了，大家呈現的內

容形式不同，因此整合過程中花了不少時間討論與確認，以確保最終結果的完整性與一致性。 

團隊甚至給了成員彼此稱號：「數學三劍客」凱甯、威堯、哲峻三位主要負責程式運

算的部分，他們表示解決bug是工作上最耗時的項目。「視覺化雙俠」郁傑、靖鈞兩位則主要

負責程式介面按鈕，確保視覺化呈現的流暢性。訪談過程中，可明顯感受到五位組員彼此間的

互補特質以及革命情感。 

對於物理的看法，威堯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幽默改寫為「微物理，吾其

被髮左衽矣」，用來比喻其認為物理是科學基礎之一。成員也分享了在高中時期，源自於愛因

斯坦的相對論，開啟了自身對於物理領域的好奇，探索並引發熱忱。也據此建議本計畫團隊，

可舉辦量子領域的歷史脈絡故事介紹等相關科普活動，例如粒子與波動說的對決，可增進普羅

大眾對於量子的基礎認識，並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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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邀清華大學-林秀豪特聘教授擔任 keynote speaker、中興大學-施明智教授擔任 invited 

speaker 

 

專業評審團隊 

(由左至右：成功大學-陳宏斌教授、彰師大-周至品教授、東海大學-黃靜瑜教授) 

 

    

主持群/計畫團隊師長 

 (由左至右：計畫共同主持人/彰師大-吳憲昌教授、計畫主持人/中興大學-郭華丞教授、計畫共同

主持人/中興大學-陳光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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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愛因斯坦：「上帝不擲骰子。」 

波耳：「愛因斯坦，別指揮上帝應該怎麼做！」  

霍金：「上帝不但擲骰子，他還把骰子擲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去！」 

 

以上是物理界經典代表大師級人物的跨時空對話，恰如量子論的奠基人之一

波耳（Niels Bohr）所說：「如果誰不為量子論而感到困惑，那他就是沒有理解

量子論。」而這樣的觀點，透過賽後專訪也一一呈現。 

此次是本計畫團隊初次(第一屆)舉辦的量子科學專題競賽，可惜在有限的推

廣下，參賽人數尚不理想，但透過賽後專刊專訪，即可知悉本次獲獎個人與團隊並

非僥倖，而是平日努力積累而成，而這些努力的起點，正是來自於對量子世界的困

惑，進而被吸引而著迷。 

對於是否有意願於下一年度再次參賽，所有獲獎者們皆表示肯定。此次參賽

的高三生，將晉升為大專組參賽者，而此次參賽的大四生，也許將以學長姐之姿，

受邀參與發表或指導、討論。(本活動限定碩博士生僅可參與發表，無法參與競爭

獎學金) 

期許下一年度的高中暨大專生量子科學專題競賽活動，能有更多高中/大專

量子迷報名參與，本計畫團隊也透過這份競賽專刊，廣發英雄帖，誠摯邀請正在瀏

覽這份專刊的您，開始著手準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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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專刊編輯群】 

主編：郭華丞教授、陳光胤教授、吳憲昌教授 

撰稿：陳盈錦 

受訪者：游雅棠、施麗釵、陳亭君、葉俊廷、李敏綸、王威堯、 

孫郁傑、徐靖鈞、王哲峻、張凱甯、劉子睿、徐育兆、張仁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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