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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
、

有杰出贡献的

加速器专家
,

是我国电子直线加速器事业的奠

基人
�

他对我国第一台电子直线加速器
、

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和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研制和

建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

的尊敬与崇高的荣誉
�

欣值他  ! 岁寿辰之际
,

谨 向他致以衷心的敬意与热烈的祝贺
�

谢家麟先生于 ∀ # ∃ % 年 & 月 & 日出生 在 哈

尔滨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

在 日军侵占东北之

后
,

全家定居北京
�

谢先生 ∀# ∋( 年毕业于燕京

大学物理系
,

后在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

厂研究室从事研究设计工作
�

∀ # ∋ ∋ 年 他 在 桂

林与范绪盛女士结婚
, ∀夕∋  年赴美留学

, ∀ # ∋ &

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硕士学位
,

∀# !∀ 年获

斯坦福大学物理 系博士学位
�

为了参加祖国社

会主义建设
,

他毕业后当即启程回国
,

但船到

檀香山中途
,

被美方以
“

所学专业与军事有关
”

为借 口 ,

扣留不许离开美国国境
�

他只好留在

美国
,

相继在奥里根大学
、

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

麦卡瑞斯医学研究中心从事教育和加速器研制

工作四年
�

直到 ∀ # ! ! 年
,

他终于得到通知
,

要

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两者之中作出

选择
,

他毅然走上报效祖国之路
‘

从 ∀# ! ! 年 回

国以来
,

谢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与高

能物理所研究员
,

加速器研究部副主任
,

高能物

理所副所长
,

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
,

北京正

负 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
,

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

长
,

高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他被清华大学
、

西

安交大
、

华南理工大学
、

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
、

兰州近代物理所聘任为兼职教授
、

研究员 )他荣

任合肥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和兰州重离子加速

器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国家高技术

主题专家组顾问等职
� ∀ # & % 年当选为 中 ∗国 科

学院院士

二

谢先生回归祖国 ∋% 年来
,

对我国电子直线

加速器技术的开创与发展
,

对我国加速器事业
,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一 � 研制和建立 ( %, − . 电子直线加速器

∀ # ! ! 年回国不久
,

谢先生就提出研制一台

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

当时
,

、

国内

工业基础薄弱
,

科研条件落后
,

加上西方对我禁

运
,

苏联对我保密
,

真是极端困难
�

但他不畏艰

难带领着我们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

边

培养
,

边创造条件
,

自力更生
,

从无到有
,

克服了

重重技术困难
,

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个精密机械
、

微波
、

高压
、

电真空等实验设备
�

当时科技资料

缺乏
,

有时根据一张照片或草 图就 开始 了直

线加速器的零部件设计与研制
�

在他勇于承担

风险
、

锲而不舍精神的鼓舞下
,

全体科研人员

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
,

相继试制成功电子直线

加速器用的各种部件 ∗ 如电子枪
、

直线加速管
、

高功率脉冲调制器
、

微波系统
、

高真空系统和高

功率脉冲速调管等
�

终于在 ∀ # / ∋ 年建成 我 国

第一台
,

也是亚洲第一的 0 波段 (% , − 1 电子直

线加速器
�

这期间
,

谢家麟教授还在清华大学

和中科院电子所兼职讲授加速器和速调管原理

等课程
,

促进了我国加速器和高功率微波源的

发展
�

谢先生这方面的贡献开辟了我国运用电

子直线加速器的道路
,

并为以后高能加速器的

建造奠定了技术和人才的基础
�

+二 � 领导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掩机

高能加速器是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基

本设备
�

自 /% 年代起
,

我国有关方面的领导曾

多次组织方案探讨
�

由于高能加速 器 技 术 复

杂
,

耗资巨大
,

加上所提方案甚多+如质子或电

子
、

能量高低
、

束流强弱
、

常规或超导等等�难定

取舍
,

直到 ∀ #  & 年终于决定第一步先研制一台

能量为 02 3 −1 的质子同步加速器
,

以后再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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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迈进
�

这项中央批准代号为
4又七 工 程

,

成立了工程指挥部
,

组织了技术队伍
,

开始了加

速器的调研和设计
,

以及一些部件的研制
�

然

而 ∀ # &。年底我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调整时
,

认为

这工程所需投资过大
,

决定下马
,

并决定寻找

费用较少
、

更为有效的方案
�

当时议论纷纭
、

莫

衷一是
,

最后经过国内专家
、

学者的慎重论证
,

并参考国际高能物理界的建议
,

终 于 确 定 了

∃
�

∃3− 1 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

谢先生通 过 大

量的可行性分析工作
,

主张采取对撞机这一技

术先进和我国经济可以承受的方案
�

他清楚地

认识到我国已有了一批在国内和苏联培养的加

速器和高能物理的技术队伍
、

工业也有了一定

的建造加速器的经验
、

我国实行开放政策有美

国和西欧等实验室的经验和技术可供借鉴等有

利条件
。

同时谢家麟先生还亲自调研收集了西

德 5 6 78 和美国 79 6 : ; 对撞机的建造费用
,

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
,

并结合国内的情况
、

,

得到

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造价的正确估计
�

他

以这些确凿资料为论据
,

向中科院领导和学部

做了多次汇报
,

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
,

最后得到

中央领导和邓小平同志的批准和大力支持
�

他

的正确决断
,

大量的工作
,

对我国高能加速器的

建造成功作出了重大成就
�

从 ∀ # & ∀一 ∀ # & / 年
,

在 < 6 = > 的设计
、

予制

和建造过程中
,

谢先生长期担任技术负责人和

工程经理
,

对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指标
,

在中外

专家多种不同的意见情况下作出正确决策
�

例

如 ∗ 储存环高频加速系统频率的选择 ) 磁铁孔

径的确定 )直线加速器的能量及实现方式+较长

加速管还是使用能量倍增器 � )以及正电子产生

的能量的选定等等
�

这些决策不但要基于对加

速器理论与技术的分析
,

同时必须考虑技术性

能
、

工程进度和投资要求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

关系
�

< 6 9> 建成之后
,

亮度达到美国同 类 对

撞机 796 : ; 的四倍
,

不久实验物理学家 已经用

它对 公粒子质量进行了精确的测定
,

取得了举

世瞩 目的重要的成果
�

在 < 6 9 > 的设计建造过

程中
,

谢先生常常深入各个研究课题组
,

指导并

帮助解决设计和研制中遇到的技术关
�

谢先生

还专门招收了两名博士研究生
,

一位研究储序

环阻抗测量
,

深人研究正负电子束流在储存环

中运动的稳定性 )另一位研究正电子的产生
,

深

人研究保证对撞机亮度的关键
�

通过与他们的

研究讨论
,

谢先生取得了一些指导实际工作的

依据
�

此外
,

为了确保 < 6 9> 这样庞大复杂的

科研工程的顺利进行
,

谢先生抓住科学管理这

个关键环节
,

首先在工程管理中推行了
“

临界路

线方法
”

+简称 > 9, �这个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

方法
�

然后积极组 织 班 子 大 力实 施
�

这 对

< 6 9> 如期建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

在 < 6 9> 研制过程中
,

谢先生强调自力更

生
,

奋发图强
,

结合国内具体情况
,

发挥国内科

技和工业的力量
,

尽量自行设计试制生产加速

器各种部件和设备
�

同时强调科学技术从来就

是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
,

加强国际合作与

交流
�

利用 < 6 9 > 工程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

项 目
�

充分争取外国专家的帮助
,

吸取他们的经

验教训
。

如他知道美国 796 : ; 储存环中真空

食截面尺寸变化较大
,

造成阻抗过高
,

亮度受

限
,

故在 < 6 9> 的研制中他就特别强调截面尺

寸尽可能均匀
,

以期阻抗较低
�

所以 < 6 9 > 的

顺利建成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科技国际合作政策

的一个成功的典型
,

使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

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

+三 � 领导建成北京 自由电子激光装里+<? 6≅�
·

∀ # & ! 年谢家麟先生又看到 了国际 科 技 领

域中一个新的发展动向—自由电子激光
�

它

是直接利用电子束团产生辐射而不是基于原子

或分子的能级跃迁
�

产生的是相干辐射
,

但它

的波长却连续可调
,

可以在广阔的波带 工 作
�

此外它可以产生极短脉冲
,

而且有巨大的功率

潜力
,

它的应用领域包括生物医学
、

凝聚态物

理
、

化学动力学
、

能源开发
、

国防军事
、

高能物理

等等方面
。

因此
, ∀ #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梅地

教授首次研制 出自由电子激光振荡器之后
,

引

起国际科技界很大的震动
�

许多国家的实验室

纷纷竞起研制
,

特别是一些高能加速器实验室
,

如 7≅ : > , Α 6 Α , 5 6 78 , Β ; 7: 8 , Χ 7 7;
一ΔΕ 9 ,

5 Χ <Ε : 等等 ) 谢先生认识到这门新兴学科 的

卷 ‘ 期 〔总 ∋ ∃ 期�



巨人潜力
,

他在 ∀ # & ! 年 ∀∃ 月向高能所提出一

份 《关于自由电子激光国外的最新发展和利用

我国现有条件可以很快赶上》的报告
,

建议开展

< ? 6 ≅ 的研究并提出技术路 线 及 具 体 方 案
、

∀ # & / 年在他年事已高
,

退 出 < 6 9 > 工程具体领

导工作之后
,

他又投入了这个新的科研工作中
�

在 ∀ # &  年争取到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后
,

他就

带领一个博士研究生
,

对 <? 6 ≅ 中最为关键的

技术环节
—

微波电子枪注人系统
,

开展了实

验研究
�

不久又争取到国家 高 技 术 &/ ( 的 支

持
,

逐步扩大队伍
,

开展了 <?弓≅ 的全面研制
·

<? 6≅ 工作需要流强很大
、

品质极好的电子束

流
,

能散度
、

发射度都必须很小
,

而稳定性则要

很高
,

这些性能指标远远超过一般加速器的要

求
,

许多人对此抱畏难或怀疑的态度
�

但谢先

生不畏艰险
,

继续带着许多年轻人去攀登又一

个新的科技高峰
�

在技术路线上首先他采用了非常规的微波

电子枪作为注人器
,

它一举满足了发射度和短

束流脉冲的要求
�

<?6 ≅另一个技术关键是必须

将大功率速调管的脉冲宽度拓宽
,

这样才能实

现饱和辐射
�

为 < 6 9 > 工程研制生产 的 Φ Α 一 ∀

大功率速调管过去中国和美国都只使用在 (娜
�

后来经实验研究
,

在稍降低峰值功率的情况下
,

能将脉宽拓宽到 #娜
,

满足了 <? 6 ≅ 工 作 的 要

求
,

此外还使用国产钦铁硼永磁材料
,

制成高

均匀度
、

低电子轨迹偏移的扭摆磁铁 ) 研制成

功三级遥控光学谐振腔等
�

在 <? 6 ≅ 研制过程

中
,

由于技术难度大
,

经费和人力受限
,

曾经历

过一段十分困难的时期
�

当 ∀ # # ∃ 年初谢 先 生

从美国 <Ε ≅ 完成合作研究回国后
,

他虽已是年

逾七旬的老人
,

但他亲临科研第一线
,

日以继

夜地研究分析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
,

克服重重

技术关节
,

严抓质量和计划进度
,

经过全体工作

人 员的努力
,

于 ∀ # # ( 年 ! 月建成了继美国
、

西

欧之后
,

在亚洲第一个出光的红外 自由电子激

光器
�

并于 ∀# # ( 年底达到饱和
、

登上了科技领

域中又一个新的高峰
,

为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作出了贡献
�

除了上面谈的三个规模较大
、

周期较长的

科研项 目外
,

谢先生还进行一些专题性研九
他与合作者共同研究成功的自适应加速器高频

系统的前馈控制
,

是具有独创性的加速器物理

和技术的发展
�

总体来说
,

谢先生的主要精力

是放在学科综合
、

技术精尖的科研工程上
,

这

类工作的成果都是可以明确地通过实验来检验

的
,

他非常强调实践
,

认为只有通过实际效果的

考验
,

才能证明理论分析
、

计算模拟和实验方法

是否正确
�

谢家麟先生以其众多的在科研工程中卓越

的贡献
,

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奖励和荣誉
∗ 由于

五
、

六十年代他对电子直线加速器
、

大功率速调

管
、

电子迥旋加速器等方面的贡献
, ∀ #  &年获全

国科技大会科技成果奖 ) 由于他对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工程的贡献
, ∀ # # %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
,

同年获国家
“

侨界十佳奖 ,’) 由于他对北

京自由电子激光的贡献
, ∀ # # ∋ 年获中科院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
。

在这些重要的科技奖中
,

他都

排名为第一 ) ∀ # # ! 年又获中国物理学会第四届

胡刚复物理奖
�

在这些奖励和荣誉面前
,

谢先

生对科研工作依然不懈追求
,

身体力行
,

不断作

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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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

在汕头隆双举行

面向 ∃∀ 世纪的第一 届 国

际华人物理学大会于 & 月 ! 日

议题
�

来自 ∀%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 。多位学者 参加

了会议
�

大会一共收到正式代表论文 ∋% 。 多篇
。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
、

李政道教授
、

李远哲

教授和丁肇中教授与会并作了精彩的报告
�

中国科学

院院长周光召教授
,
以及广东省和汕头市的有关领导

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

大会除了开展学术交流外
,

还举行了科学政策讨

论会和教育座谈会
�

在闭幕式上
,

大会国际组委会主

席杨炳麟教授宣布下次会议将在台北举行
�

+厉光烈供鹅�

�户�

先�

至 � 日在汕头大学举行
 

这是由海外华人物理 学 会
,

中国物理学会
,
物理学会!台北 ∀和汕头大学等共同组

织召开的物理盛会
 

这次物理学大会
,
以学术交流为主

,

展示国际物理

领域的新成就
,

以及探讨新的物理学研究课题
,

内容包

括粒子物理
、

核物理
、

凝聚态物理和天体物理等 #∃ 个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