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麟麟
沪
既内跳
戚琳冬

科苑快讯 �
戈

月 � ‘� 叙月岛
潜� , 萨

“

 ! ∀’’超导科学技术项目

强电材料及其应用研讨会在京召开

据《超导通讯粗# ## 年第 ∀ 期报道
, “

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

∃ !∀ %的
“

超导科学技术
”

项 目已于 &   年 &# 月开始批准实施
,

科学技

术部关于该项 目 &   一∋# ## 年的经费业已下

达
�

根据
“

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和国家超导技

术联合研究开发中心
”

的决定
,

该项 目的
“

高温

超导带材和缆材的成材技术的基础性研究
” 、

“

高温超导单畴准单晶和单晶制备技术的基础

性研究
”

和
“

高温超导强 电应用基础研究
”

三个

子课题于 ∋ ### 年 ( 月 ) 日至  日在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二部召开
“
 ! ∀

”

强电材料及应用基

础研究研讨会
�

项 目首席科学家甘子钊院士首先介绍了
“
 ! ∀

”

超导科学技术项目计划的总体概况及我们
一

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

要求大家认真执行  !∀ 项目

计划任务书规定的内容
,

鼓励大家为中国超导技

术发展多做贡献
,

并在基础研究中有所创新
�

随

后
,

三个子课题负责人周廉院士
、

袁冠森和林良

真教授分别报告了课题内容
、

目标及任务分解

和计划安排
�

并做了
“

高温超导材料
” 、 “

涂层导

体
—

∗+ ,− 第二代带材
” 、 “

. + ,− 块材
”

和
“

高

温超导强电应用研究进展
”

的专题报告
,

各单位

还报告了承担  !∀ 任务的落实情况
、

工作安排及

前期工作和国外相关动态
�

最后
,

三个子课题负

责人分别召集了小组会
,

讨论和落实本课题的分

工和需要协调的事项
�

会得到了国际制冷学会
、

印度理工学院等的支

持和资助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印度
、

中国
、

日本
、

法国
、

瑞士
、

俄罗斯
、

美国等 && 个国家共 ∋ /( 名正式

代表
,

中国有 &#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

本次大会

报告内容十分广泛
,

基本上包括了近年来在低

温技术领域的重要活动及主要进展
,

包括大型

低温装置
、

微型制冷
、

低温电子学和超导磁体及

应用
�

如大会邀请报告就侧重介绍了大型空气

分离装置和集成联合循环
、

制冷机冷却的超导

磁体系统
、

低温膨胀机
、

小型制冷机最新进展
、

高温超导带材在射频技术中的应用等
,

此外还

安排二个邀请报告分别介绍印度空间低温推进

技术研究进展和印度稳态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中

的磁体和低温技术
�

本次大会还举行了 ∋ ### 年门德尔松奖的

颁奖仪式
�

我国洪朝生院士获得本届门德尔松

奖
�

洪朝生院士亲临大会领奖并在颁奖仪式上

做 了
“
,巧01 234 25 60 7 ,七348 9 创: 0仃−;

”

的演

讲
�

到会的代表和新老朋友都对洪先生获奖表

示热烈的祝贺
�

第 &) 届国际低温工程会议简况

据《超导通讯》报道
,

由国际低温工程委员

会主办的第 &) 届国际低温工程会议于 ∋ ### 年

∋ 月 ∋ & 日至 ∋ 月 ∋/ 日在印度孟买举行
�

这是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系列性国际学术会议
,

由于

是第一次在印度召开这样的大型国际低温工程

会议
,

因此印度官方非常重视这次会议
,

印度总

统
、

总理及航天部等均来信来电表示祝贺
�

大

我国建成世界一流航天器空间试验设备

据《科技 日报》报道
,

我国第一套大型空间

环境试验设备
,

已经在北京完成研制并通过了

研制鉴定
�

据了解
,

飞船在研制过程中需进行

多项复杂的地面试验验证
,

其中空间环境模拟

试验是耗资最多
、

时间最长 的一项试验
,

这一试

验的设备主要通过模拟空间的真空
、

冷黑
、

太阳

辐照等环境条件
,

达到载人航天器设计合理性

和制造质量的 目的
�

该试验设备是国际上三大

载人航天器空 间环境设备之一
,

是国际上最好

的五大典型特大型空间环境试验设备之一
,

达

到 国际先进水平
�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
、

欧洲
、

日本等少数航天大国
,

才拥有这类大型空间环

境试验设备
�

它 的建成
,

标志着我国在大型航

天器空间环境试验设备和试验技术方面取得了

重大技术突破
,

可以满足我国未来航天飞行器

空间环境试验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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