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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十二 日是著名物理学家汤定元院

士七十五岁生日
�

他是我国红外技 术 的 创 建

人
,

半导体光 电器件的开拓者
,

窄禁带半导体学

科的带头人
�

汤定元先生早年留学美国
,

回国

后
,

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 �� � �

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
,

半导体研究所助研
、

副

研和研究员
�

�� � � 年调中国科学院上 海 技 术

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

并先后兼任室主任
、

副所

长和所长
,

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主任
�

�” �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 学 物 理

学部委员
� “

格物致知
,

学以致用
” ,

是汤定元先

生的座右铭
�

努力认识世界
,

并用以改造世界
,

是汤定元先生一 直追求的美好理想
�

目前一个

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红外物理及技术研究队伍

已经在我国建立
,

对该学科领域和国民经济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

汤定元先生 � �  ! 年出生在江苏省金 坛 县

农村
,

父亲是乡村私塾先生
,

家境贫寒
,

初中毕

业后就考进了吃饭不要钱的无锡师范
�

那时就

开始研读 《无线电收音机入门》 和萨本栋写的

《普通物理学》
,

这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

无形中决

定了他终身的方向
�

两年后
,

抗 日战争爆发
,

学

校关闭
,

他与几位老同学一起
,

肩背铺盖
,

步行

到武汉
,

后转入国立四川由学师范部
,

读到毕

业
�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想找一个小学教员的

位置
,

也毫无门路
�

只能报考大学
,

结果虽然没

有考英语
,

但以优秀的物理成绩
,

较高的总分
,

被录取在甲央大学物理系
�

�� � � 年大 学 毕 业

后留校任助教
,

在这期间他 与刚回国的赵广增

先生一起工作
,

在非常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

气体放电的研究
,

赵先生的不畏艰难
、

不折不挠

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

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和不知多少次的失败
,

最后终于获

得成功
�

汤定元的名字第一次出现 在 美 国 的

作进展似乎很快
,

那些已子在泡利寄给美国的

信中
,

关于质子质量与电子质量之比
,

头一封信

说已达 �� � �
,

第二封信就说已达 � � � � 了
�

� � � �

年初
,

泡示��要到美国去
,

他在给吴健雄的信 中提

出 � “

请你找很少几个人
,

我愿和大家谈论海森

伯和我的这个理沦
�
”

吴健雄本来只通知了很少

几人
,

但后来却到了 � �� 多人
�

泡利 在报 告

时
,

越讲越感到不对劲
,

以至不能自圆其说
�

杨

振宁等许多人听后都怀疑他们所做的东酉是虚

构的
�

一位物理学家戴逊 ��
�

�
�

� �� � �
� 听后

说 � “

他们简直是乱搞
,

如果这也算是物理学的

话
,

我看我们得重新审查一下他们 � � � � 年的工

作是不是 也是乱搞的
�
”

大家知道
, � � � � 年

,

海

森伯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
、

抱利提 出了

不相容原理
,

两人均因 � � � � 年的工作而获诺贝

尔物理奖
。

作过这次演讲后
,

泡利立即给海森伯写信
,

说他不相信这个
“

理论
”

了
,

而海森伯回信要他

继续研究下去
�

不久
,

美国报纸转载德国报纸上

的一条新闻
,

说海森伯与泡利两人解决了物理

学 中最令人瞩 目的基卞问题
,

信中海森伯说
,

他

们 的基本理论 已经完成
,

只是有些细节还没有

填迸去
�

饱利看到这则消息后非常生气
,

立即写

了一封信给海森伯 � “我完全不同意你在报上所

讲的话
” ,

并在信上画了一个大方框
,

里面什么

也没画
�

泡利在方框下面写道
“

我 可以和名画家

琴德洛特画得一样好
,

只是有些细节还没有画

上去
�
”

这年夏天
,

在 日内瓦召开的国际高能物

理年会上
,

海森伯又在大会上作报告
,

讲他和泡

利的理论
�

饱利当即反对
,

并对海森伯进行了

无情的攻击
�

真是
“

牢骚太甚防肠断
” ,

三个月

后
,

泡利就 与世长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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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评论》�� �  � 年�上
�

通过这一工作
,

他有

了做研究工作的信心
,

并决定今后要从事实验

物理的研究
�

� �� � 年初通过考试公费留美
,

先

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

暑假后转人芝加哥大学

物理系
,

在高压物理实验室劳森教授指导下研

究高压相变
�

他让 � 射线通过用金属 �� 做的

高压容器
,

摄取高压下粉末样品的衍射照片
�

不

久他发现金属 � � 的晶体在 �� ���
� 的高压下

有体积突变 ��
�

�多 的相变
,

但相变前后都是面

心立方结构
�

这是由于压力作用把 �� 电子
“

挤

人
”

内部的空 �� 态
,

引起原子半径的突然收缩
�

这种新颖的相变立即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

包

括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布里奇曼和鲍林
�

这

以后
,

他与导师一起又研制成金刚石高压容器
�

这个金刚石高压容器现巳发展成一种普遍应用

的重要仪器
,

成为凝聚态物理研究的重要手段

之一 � � � � 年他顺利通过学位考试
,

取得硕士

学位
,

并准备作博士论文
,

课题是用这个新高压

容器研究一种对于地质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的矿

石 � � � � ,

的相变
�

在美国留学时
,

他接触到许多新思想
、

新事

物
,

引起他不断的思索
�

他对美国的生活方式

和社会现象常持批评态度
,

政治认识有很大提

高
�

他总是怀念祖国的人和事
,

真是离开祖国

愈远
、

愈久
,

对她的想念也就越深
,

总想尽快完

成学业
,

早 日回国
,

参与祖国的建设
�

�� � � 年
,

抗美援朝运动展开
,

他 已不想再 留在那里
,

决定

放弃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

终于在 ��� � 年 � 月

初回到了 日夜思念的祖国
�

回国后不到两个 月
,

美国就禁止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回国
,

上了轮

船的也被扣回去
,

他心中暗自庆幸走对了路
,

从

此开始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征途
�

汤定元先生是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人之

一 他回国之时
,

半导体的应用前景已经明朗
,

对它的研究正在国外兴起
�

他就决定转向半导

体物理学的研究
,

先从事硫化铅和氧化亚铜的

光学和光电导的研究
�

� � �� 一 � � , � 年 国 际 上

半导体研究发展迅猛
,

汤定元等感到我们的研

究路线有问题
�

就在 � � , � 年下半年
,

由黄昆带

头
,

王守武
,

洪朝生和汤定元等四人对如何发展

我国的半导体事业作了详尽研讨
,

并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
,

如在北京大学合作开设了
“

半 导体物

理学
”

课程
,

合作将俄文《半导体物理学》译成中

文出版
,

应用物理所转向锗的研究
�

汤定元先

生还负责为中国物理学会筹办
“

半导体讨论会
”

和
“

半导体暑期讲习班
” ,

又写了几篇科普文章
�

到 � � � � 年
,

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把发展半导

体作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 从此我国半导体 事

业开始兴起
�

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锗光电导光

谱分布的研究 �� � � � 年�
,

实验证明了表面复合

在光电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提 出的光电导光

谱分布理论被国内外知名学者写人专著
�

汤定元先生是我国半导体光 电器件的开拓

者和红外 技 术 的 创 建 人
�

� � � �一 � � , � 年 间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触动了汤定元的思想
�

他认

识到当时我国需要的不单是研究物理机制
,

还

需要做出有用的东西来
,

因此他决定转向器件

研制
,

准备做红外探测器
�

当时国内对红外技术

有所了解的人很少
,

他觉得有责任提请领导注

意
�

�� �  年初他向解放军总参提出建议
,

并获

得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

国家开始下达发展红外

技术的科研任务
�

�� � � 年底
,

汤定元 领 导 ��

人小组从事硫化铅红外探测器的研制
�

经过半

年的艰苦努力
,

终于研制 出中上水平的硫化铅

红外探测器
,

并建立起一套性能检测设备
�

这

与后来 � � � � 年 � 月美国第一次公开发表 的 红

外探测器的标准测试要求不谋而合
�

� � � � 年一

� �� � 年
,

为促进我国的红外事业
,

汤定元把自

己的想法写信告诉聂荣臻元帅
,

并向领导详细

汇报和著文在
“

内参
”

上发表
。 � � �  年秋他参加

了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
�

由于他的 倡 议
,

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 车为国家 的 发 展 重

点
�

也是由于他的促进
,

中国科学院于 � � � � 年

底 召开了红外工作会议
,

这导致 �� � � 年初院工

作会议把上海技术物理所和昆明物理所作为发

展红外技术专业研究所的决定
�

�� � � 年 � 月
,

汤定元先生带领半导体所 ��

位 同志转到上海技术物理研究听
�

他大力主张

重点抓好红外探测器和红外技术中的专用部件

以及重要的应用研究
�

上海技物所按这一指导

现代物理知以



思想进行了重要改组
,

改组后的结构一直沿用

至今
�

这一结构
,

实质上是按 出成果的需要安

排研究所的工作
,

得到国内同行研究所的参照
,

以及来访的国外学者的赞赏
,

也是 目前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取得各项成 果的重要基础
�

从 � � � � 年
,

汤定元先后从事硅太阳电池及

温差电致冷器
、

硅 �� � 结粒子计数器
,

硫化

铅红外探测器
,

热敏电阻红外探测器
,

锑化锢
、

锗掺汞和啼镐汞红外探测器
,

硅 � �� 器件以及

红外焦平面列阵红外探测器的研制
�

这些器件

先后用于各种军用和工业装备
、

科研设备之中
�

汤定元先生是我国窄禁带半导体学科的杰

出带头人
�

� �  ! 年后
,

汤定元先生考虑到啼镐

汞红外探测器在今后红外技术发展的重 要 性
,

就把人力逐步集中到 � � � � � � 材料器件的 研

制上来
,

同时组建物理研究室
�

其主要内容之

一是谛镐汞的物理研究
,

解决 � � � � � � 红外探

测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

其次是固体光

学性质与光电过程的研究
,

为红外技术的新发

展开辟道路
�

物理室于 ��  ! 年成 立
,

�� � � 年

被中国科学院批准为开放实验室
,

��  � 年升格

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

十余年来
,

� � � � � � 的研

究在国外确有极大的发展
,

成为红外技术发展

中最重要的红外探测器材料
,

尤如微电子技术

中硅所处的地位
,

这证明十多年前汤定元的思

维是完全正确的
�

十多年来汤先生在 上 海技

术物理所带领一个科研群体对 � � � �  �
材 料

、

器件及物理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

在国内外发

表了 � �� 多篇学术论文
,

涉及 � � � � � � 半导体

的能带参数研究
,

零禁带 � � � � � � 的受主共振

能级和杂质带导电理论
,

禁带巾杂质的间接隧

道效应及其引起的电容
一

电压曲线 反 常 现 象
,

� � �� � � 材料的缺陷和 它 的 � 一� 结 和 � ��

结的漏电机制研究
,

以及 � � 〔沮 � � 的材料物理

和器件物理等多方面
,

取得一 系列国际创新的

结果
�

汤先生在红外辐射探测材料
、

器件及物

理的研究方面
,

多次获得国家和科学院的奖励
�

汤定元先生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
,

还

热心于科学普及教育
�

他一直有一个信念
� 把

科学成就告诉普通老百姓是科学家 应 尽 的 责

任
�

早在 �� � �� 年代他就写了不少科普文章
,

其中以 《天坛中的几个建筑物声学问题》� �� � �

年 �一文最有影响
,

从科学上解释了 � �� 多年来

人们迷惑不解的天坛奇异声学问题
,

已 为《中国

古代科学成就》和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书详

细 引用
�

他主持撰写和编译 出版了 �� 本 科 技

专著和科普书籍
,

印刷字数超过 �� � 万
�

他本

人撰写了 �� � 万字
,

翻译了 �� � 万字
�

近年来

他还培养了 �� 多名博士和 �� 多名硕士
,

还曾任

巾国光学学会
、

上海物理学会
、 �

匕海红外 与遥感

学会副理事长
,

以及中国电子学 会理士
�

汤定

元先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

五届委员
,

第六
、

七届常 务委员和第八届委员
,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七和第八届委员
�

今年七十五岁的汤定元院士
,

还在努力著

书立说
,

培养研究生
,

还在继续把握红外物理与

技 长研究的方向
,

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贡

献
�

尸二思二��� 二二二��� 二��� 二� 气
� � ��

科苑快讯 �
�� “

也�
� 二二 �二 �

·

一� 二 � 二� �二以�

我国第一 台载人磁浮列车制成

据《科技 日报》报道
,

我国第一台载人磁恳

浮列车于今年 � 月初在国防科技 大 学 研 制 成

功
�

我国是继德国
� 、

日本
、

英国
、

前苏联
、

韩国之

后
,

第六个研制成功磁悬浮列车的国家
�

这种

列车被誉为 � �世纪的新型交通工具
�

国防科技

大学于 � � � � 年研制成我国第一台小型磁 悬 浮

原理样车
�

� � �� 年
,

研制载人磁悬浮列车被正

式列人国家
“

八五
”

科技攻关重点项 目
�

国防科大研制成功的这台单转向架滋悬浮

列车
,

长 �
�

�� 米
,

宽 � 米
,

轨距为 � 米
,

车上安

装了 � 组 � 只悬浮
、

导向电磁铁
,

由 � 套控制系

统控制
�

静止时起浮重量为 � 吨
,

起浮间隙 ��

毫米
,

运行间隙 �� 毫米
,

可乘坐 �� 多人
�

单转

向架具有独立悬浮与推进的功能
�

将几个相同

的转向架相连接
,

再加车厢外壳并安装座椅
,

就

可组成一节磁悬浮列车
�

理论设计时速可高达

�� � 多公里
�

�卞吉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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