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 能 物 理

近年来
,
我国粒子物理学工作者在确认

、

检验

和发展标准模型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 的 研

究
�

例如在层子模型基础上深人研究强子内部结

构和相对论内部波 函数 �结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物理研究胶球和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
, 量子色动力

学应用到高能和低 能区 的唯象和场论方面 的研究
,

弱电统一模型理论中参数性质和本质的研究
, 丁
轻

子性质和普适性的研究 �弱电统一模型 的精确检验

和 高级修正效应的计算
,

 馆!∀ 拉 子唯象和弱电

对称牲破缺机制的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一批 有 相

当水平的工作
�

同时
,

在规范理论和量子场论
、

超

弦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低能场论等基 本理 论

的深人探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 对与场论研究相关

的场
一
# ∃% , & ∋ 方程及量子群以及一些有兴 趣 的 数

学物理问题也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

所有这些成果

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好评和重视
, 在国际竞争中占

据一席之地
�

宇宙线研究方面除了 ( ) ∗ ∗ 年在西藏海拔 + , 。。

米 的甘巴拉山建成世界最高乳胶室并 取 得 (。
, ,

一

( ,
‘ , 。− 能区超高能研究成果之外

,

., 年代以来建立

了怀柔
、

果王山
、

羊八井和郑州等 / 个广延大气簇

射和大气切仑可夫甚高能
丫
望远镜等探侧设备

,

并

取得一批成果
。

认可的几个奇异时空边界定义的致命缺陷 二建立了

多种求解爱因斯坦方程的方法
,

得到了一大批严格

解 �阐述了谐和条件在爱因斯坦引力论中的特殊地

位 � 研究了引力场的能量动 量腰张量的表述间题 �

利用广义相对论预言了许多引力效应
�

在引力的量子理论方面
,

主要研究了弯 曲 叶

空 量子场论和量子宇宙学
�

在 国内较差的实验条

件下取得 达到或接 近 国际先进水平的结果
�

引力

实验的开展还推动了 我 国 精 密侧 量 事 业 的 发

展
�

我国 自行设计
、

制造和安装 了一批大
、

中型观
侧设备

。

例如密云射电望远镜
、

北京 0
�

(1 米光学

望远镜
、

青海毫米波射电望远镜
、

上海 (
�

, 米光学

天体测量望远镜
、

甚长基线射电望远镜等
,

从而线

束了我国缺乏大型观侧设备的历史
�

核 物 理

 2
一

(3 串列核物理实验室 的建立 开辟了我国

低能核物理发展的新阶段
,

原子能院
、

近代物理所

等单位开展的重离子物 理
、

快 中子物理
、

核技术应

用等领域的工作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

核物 理实验研究在快中子 4∗ 一”5 & 6 7 和核

作用的核数据测 量方肉居国际领先地位
, 在重离子

核反应以及核的高自旋 态研究等方面取得 了 丰 硕

的高水平成果
�

核理论研究工作十分活跃
, 在强 子的夸 克 模

型
、

夸克自由度在核 中的表现
、

热核的形成和衰变
、

中高能重离子反应等前沿领域都做出了有特 色 的

工作
�

核技术应用得到蓬勃发展
�

放射性 同位素及

粒 子 加 速 器

十年来建成北京正 负电 子 对 掩 机 4( , . /一
( , . . 7 兼同步辐射光源

、

兰州重离子加器 4( ) . ∗一

() . . 7
、

合肥同步辐射光源4( ). /一 () ) , 7
,

形成了我

国高能物理
、

中能核物理和同步辐射研究的实验基

地
�

此外
, ( , . 1年在中国原子能所建成串 列式静电

加速 器
, () ) 0 年在 高能所建成 3 +5 & 6 、 1 8 9 : 的

质子直线加速器 , 北京大学重离 子物理研究所建成
0 丫 15 − 和 0 ; (

�

∗5 − 串列加速器各一台
�

在

这些加速器上开展了广泛 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束

能量为 2一 <5 & −
、

流强 , 一 ) , , =: 的高功率束加

速器巳有十几 台
,

应用于强激光
、

聚变
、

核辐射效应

等研究
�

还 有几台自由电子激光器在研制中

>5 − ? 功 9 : 高频高压加速器已由上海先锋电

机厂生产了近 十台
,

中 科 院 科 辐 公 司 的 0
�

3一

, 5 6 ? >≅9 : 同类型加速器已投人运行
,

辐照加工

技术 正在 形成产 业化医 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已 有 数

十台投入临床应用
�

高能所还帮助饰国建成一合

1, 5 。6 电子直线加速器
, 用傲同步辐射储存环注

人器的前级
�

原子分子物理

为了适应 科学研究的需要
, ( , . ∗ 年建立了中

国原子分子物理数据联合体
,

促进了原子物理研究

其产品
、

辐 照加工
、

工业用核 子仪表等每年有成亿元的产值 ,

在农业应用方面取得 三项世 界第一
Α 辐射育种品种数

、

播种

面积和粮食增产
,

核测炸技术在石油和其他矿 产勘探和开友

方面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盎
�

在 反应堆工程技术方面
, () )( 年 ( 0 月 (+ 日奉 山 3, 万

= Β 压水堆核电站并网 发电成功
,

开始 了我 国核能和平利用

的新篇章 , 裂 变一聚变混合堆的开 发已列人 “ . 1 3
”

新能源规

划
,

带动了一批关键工程技术研究
�

引力与相对论夭体物理

在引力的经典理论方面
,

我国学者指出了国际上曾一度

的发展
�

激光器和加速器正式成为实验研究 的主要手段
�

电

子束
、

离子束
、

原 子束
、

分子束以及重离子加速器和同步辐射

装置的相继建立
,

为实验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

利用 Χ Δ Ε

4电子回旋共振 7离子源开展了高禽化态离子与原子碰撞激发

态的研究工作
, 利用高分辨激光光谱

, 已经测量 出一批重原子

4主要是稀土元紊7的同位素位移和超粘细结构常数
,

在光潜

数据的积累中作出了贡献
�

在激光分离 同位素和痕最元素探

侧的推动下 , 开展了原子里德堡毛角 自电 离态的侧最和摘应

的理论工作
�

在 Φ 光激光研究的推动下
, 进行了原子高离化

态的测量与理 论计算
,

结合国防科研的需要
,

开展了独 具特色

并富 有成效 的高温高压下原子分子结构与状态的研究
�

作为

与北 学物理的交 叉
, Γ , . 0 年在大连的学术会议上

,

第一 次提



出了以态一态反应为中心的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
, 现 在已建

立了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开展了木量实脸工作

,

态一态反应 的研究
, 已列入国家的攀登计划

�

盆 子 光 学

量子光学 的主要内容是在量子电动力学的框架内研究光

场的量子统计特性以及光场与物质相互作用
,

特别是非线性

相互作用所呈现的量子效应
�

国内量子光学的研究起 步稍

迟 , 但近年来篷勃发展
, 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验上都已取得重

要的进 展
�

近年来主要的成果有 Α 在理论方面 , 相干态理论
、

光场的非经典效应
、

压缩态和光子数压缩态的产生机制和性

质的探索等取得了重要的成 果 �在实验方而
,

亚泊松光子统计

的验证和微球激光器中腔内量子电动力学效应的研究和压缩

态光场的产生等均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 在光的力学效应

方面
,

偏转 原子束
、

驻波光场中慢原子的受力等研究取得重要

的成果
�

的 Η % 中心进行的研究
、

对氢的引人在晶态 ∀Ι 和 Δ ∃ : Α 巾

的钝化效应及其对肖特基势垒的影响的研究等
,

都受到国际

上的重视
�

用高分辨串的光电导谱和高灵敏的光热电离谱
, 对超纯

ϑ & 和 <Ι 中的残余杂质态和价带的情细结构
, 以及对半磁

半导体中 Κ 电子的离子间跃迁的研究
,

对非晶半导体中光感

生 的亚稳态缺陷
、

各种非晶半导体超晶格
、

准周期超晶格的特

性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

( , , 0 年 . 月 (, 一” 日在北京 召开了第 0( 届国际 半 导

休物理会议
, 这是第一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 的 此 类 会

议
�

表 面 物 理

波 谱 学

近十年来 ,
波谱学工作进展顺利

, 在磁共振波谱学基础和

应用两方面均有可喜的成果
�

在固体高分辨核磁共振谱4当

前的前沿课题 7
、

动态极化
、

多量子核磁共振
、

章动核磁共振
、

光泵原子核极化
、

核磁共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4化学应用

最为活跃7等方面部有高水平的工作
�

武汉物理所利 用电子

和核之间的极化转移研制成的 目前国际上工作频率最高的装

置
,

已用它进行煤
、

热解纤维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

电子顺磁共振在 自由基反应动力学
、

吸附表面
、

固休缺

陷
、

导电聚合物以及自由基生物学和 自由基医学方面的应用
,

取得 了不少成果
�

在顺磁仪器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

我国表面物理的研究始子 加 年代末
, 目前理论研究在表

面结构的计算及分析
、

表面与界面电子性质的研究
、

吸附表面

结构的理论分析等方面均已达到国际同类研究的水平
�

在实

验研究方面
,

分 子束外延技术十年来 巳从无到有并有了飞速

的发展
�

国家表面物理实验室
、

物理所等单位研制的多蚤子

阱红外探测器和 比ϑ ∃: 、>ϑ 。: Α 量子阱激光器巳达到 了 色

前的国际先进水平
�

薄膜生畏方面
,

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是

高温超导薄膜
、

磁性膜以及金刚石膜的生长和机理研究
�

最

近若干年内
,

对一系列催化剂的变化情况进行了 系 统 的 研

究
�

在表面结构
、

组份等的微观分析方面
, 巳拥有 ΛΓ 5 4场

离子显微镜7或原子探针 ΛΓ 5 1一 ∗ 台
�

< Μ 5 方面
, 已有超

高真空 < Μ 5 数台和大气中操作的普及型 <Μ 5 许 多 台
�

非 晶 态 物 理

质 谱 学

近年来
,
在同位素质谱领域中

,
我国高精密度铀同位素分

析的水平与国外先进实验室的分析水平相比毫不逊色
�

随着

我国核产品不断进入国际市场
,
对超低丰度同位素杂质分析

提出了很高要求
, 如 Ν Λ

‘

中痕 量 Α “Ν 丰度测定的检 出限优

于国外文献报道值
, ” , Ν 检出限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应用 方 面
,

由于衫一钦法的发展
,

使地质年代学的纪年水平达 到了新的

高度
�

我国质谱工作者侧得的锅
、

锑原子量已被国际原子景

委员会采用
�

在无机质谱分析中近十年来火花源质谱 的应用和研究不

断深人和提高
,

如对人参进行分析 , 测出人参 中发挥奇特药效

的微量元素
�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十个获得奥委会承认的有资

格检验兴奋剂的国家 ,

其主要检测技术之一便是质谱分析
�

十几年来非晶态物理学科领域进一步扩大
,

非晶态半导

体和非晶态金属合金
,

纳米晶合 金
、

快淬稀土永磁合金
、

机械

合金化等新材料
、

新工艺不断出现
�

非晶半导体的基础研究

正向纵深发展
, 对沉积原理

、

热平衡和亚稳效应
、

输运现象及

界面等的研究都在逐步深化
�

器件的开发应用领域正 在 拓

宽
�

除了非晶硅太阳电池外
, 近几年开拓了各种非晶硅器件

的开发研究 � 同时 ,

配合器件应用而提出来的紧迫问题一材料

和器件的稳定性问题
, 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

�

在非晶态金属

材料的开发应用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
�

例如
,

建成了百吨级

铁基非晶态合金中试线
, 生产的产品性能达到了世界名牌的

水平
,

突破了非 晶态合金制带过程中的自动卷取技术难 关
,

成为 2, . .年我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磁 学

半 导 体

除了半导体超晶格工作以外
,

半 导体表而和界面物理研

究在谢希德教授主持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

对解理表面和极

性表面
、

共价和 (( (一 − 族半导体表面
、

各种金属硅化物
、

半

导休一半导休界面
、

半导体一 绝缘体界面都进行了系统而深

人的研究
,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对 ϑ ∃: Α 中的 Χ Ο > 深中心

的性质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的深人的研究
、

对 人Γϑ ∃ 人。 中

在新型稀土一铁永磁材料方面
, ( ) . / 年物理所与电子所

合作
, 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 Π Κ 一 Λ & 一 # 磁体

,

达到国际先进

水 平
�

从 ∗, 年代末到现在
,

北京大学对新型稀土永 磁材料

进行了系统的探索研究
,

他们最早合成富铁三元稀土铁化合

物
�

首先把氮 4或碳7 加人不同类型的稀土一铁金属 间化合

物
, 物理所研制的亚稳态铁基稀土合金系列的磁性能处于国

际领先水 平
�

在新型薄膜的研究方面
,
发现克尔转角高达 0 度

, 有可能

成为第二代磁光盘的材料
�

多层磁性膜的研究工作迅 速 发

展
,

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首先测量到多层膜饱和破化强度随



非滋性层厚度变化出现的振荡现象
�

化学所合成了两种铁磁

性聚合物
, 证明铁磁性确实来自有机物

, 有
一

助于排除 国际上的

疑虑和争议
�

磁性理论 的研究方面
,

微磁学的研究成果已如前述
�

此

外
�

,

对磁晶各向异性的理论计算
、

单层 Λ & 磁膜的磁 晶各 向异

性的计算
、

稀土磁性合金的电子结构的计算
,

都取得重要的成

果
�

刚石的杭氧化性高约 0, ,℃ �获得最大晶粒为 (
�

‘9 9 的大恤

粒立方氧化硼单晶
�

还成功合成出 叨41一 ( 0 7火 , 9 9 的宝石

级翡翠宝石
�

近两年在吉林大学建立了
“

超硬材料
, ,

国家实验

室
。

电 介 质

., 年代初
, 我国首次发现在 ΟΓ Π Θ≅

,

晶体掺人 大于

/
�

1 二82 ; 的 5 ! ≅ 可提高抗光折变性能两个数量级以上
,

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
, 被称为

“

中国之星
” �

不久我国又发现

熔体中富铿时生长的 ΟΓ Π Θ ≅
3 Α 5 ! 8 4, 9 82 ; 7 的晶体具有

更高的抗光折变性能
�

目前我国已有四
、

五个单位初步做出

具有非线性光学性质 的有机化合物材料
�

利用多种手段研究

了多种铁 电晶体 的相变 , 在 ΟΓ Π Θ ≅
,

中发现了类相变
,

在三

种典型的高温氧化物超导体中也观测到这种类相变
�

十年来

驻极体的研制和应用发展很快 4至少有 (+ 个 单 位 参 加7
�

2 , . ∗年出现了性能更好的无机二氧化硅薄膜驻极体
,

它可以

在集成化
、

微型化上获得大 的飞跃
, 两年前 同济大学坡耳实验

室 已制成这种驻极体
�

第七届国际驻极 体会议4Γ<Λ ∗ 7决定第

九届 国际驻极体会议 (); 年在中国召开
�

铁电薄膜 ( ) . ∗ 年

国际上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
, 它可望与半导体 ∀Ι 和 ϑ ∃人万

兼容以制成光电子学器件
�

我国至少有 ∗ 个单位从事这一研

究
。

内耗与超声衰减

在非线性内耗方而 , 中科院 内耗 与固体缺陷开放实验室

在葛庭隧领导下对晶校间界内耗进行了系统而深办
、

Ρ沟 研 究
,

发现 了正常和反常振幅效应 的温度内耗峰等非线 性 弛 豫 现

象
�

近年 来
,

他们又 发现 了位错 与点缺陷交互作用所引起 的

一系列非线性的滞弹性内耗弛豫 谱
�

因此 , 葛庭隧提出了新

的非线性滞弹性领域
,

在 国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
�

南京大

学王业宁在 国际上最先发现 了马 氏体相变内耗的实验规律并

提 出了机制
, 近年又深人研究了相变的瞬态内耗

, 使这一内耗

具有更明确的物理图像
�

中 山大学等单位也在相变内耗方面

做了系统研究
�

此外
,

上海冶金所 等单位在与点缺陷有关的

内耗和超导材料中的内耗等方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近十年来 , 内耗与固体缺陷开放研究实验室利开Ι一批频

谱齐全
、

水平先进的 内耗侧 量设备
,

做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

成果
�

( ) . , 年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在北

京召开 , 葛庭隧主持了会议并获 内耗 与超声衰减国际 段高奖
�

( ) ) 3 年在意大利召开第十届国际内耗会议 , 国际委员 会中有

我 国 / 名教授
�

低 温 物 理

除了高温超导体的研究成果以外
,

我国低温物理的其它

方面近十年来也取得很大发展
�

关于低温技术
,

我国有了 自

制的稀释致冷机
, 进人 9 Σ 温区 � 对液氮流态瞬时密度的测

量和理论研究已为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

在合金超导体研究方

面 ,
材料制备及其磁体应用

、

器件及其应用都有相当进 展
,

例

如
, 在 国内运转的超导磁体不少

,

其中就有我国自己制备 的
,

其中包括用于 Π 5 Ε 成像的大 型超导磁体4,
·

1 Μ 7 和实验用

超导磁体4(0 Μ 7
�

我国已成功地制备了利用 Τ8∀ & Υς∀
8 Ω
效应

的 电压基准 �基于 ∀Ξ Ν ΓΗ 4超导量 子干 涉器件7 的磁强计攻

关研 制项 目已完成
�

高 压 物 理

在高压的产生和测鼠方 面
, 吉林大学

、

物理所
、

中国科技

大学先后建立 ( ,, ϑ Ψ ∃ 以上金刚石压砧装置 � 西南流体物理

所建立了 +, , ϑ Ψ ∃ 以下动高压装置并在近两年建立了
“

冲击

波物理和爆轰物理
”国家实验室 � 在高压的标定

、

高压下一些

物性的测量都取得了系统的成果
�

在高压物态方程方面
, 理

论计算结果和实验测量相当符合 � 利用静压设备测量了多种

材料的固液相变等等
�

在高压变态方面
, 吉林大学获得含稀土氧化物 的高温高

压相 种 �物理所在高压下获得直接从液态慢冷下来的非晶态 �

高压技术在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和准晶物质的研究中也发挥了

作 用
�

在高压合成超硬材料方面
, 分析了高压高温下界面结

合状态中的各种过渡状态
, 进而研制成新型高级大颗粒多晶

金刚石 �采用石墨 中掺微量 # 合成硼皮金刚石
, 比一般黄色金

液 晶

() 1 ) 年我国开始液品的研究
�

近十年在形成具有一定

生产规模 的液晶工业的同时
,

液晶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
�

在液靡
Α

的弹性形变
、

分子统计理论
、

相变理论
、

电滋流体动力学
、

非线性光学以及非线性波等方面
,

理论研究

正在向纵深发展
�

我国已能合成数百种单体液晶材料
, 近几

年已能小批量生产显示器件用以及热变色用的液晶
, 跨出了

此类液晶材料国产化的可喜的一步
�

在高分子液 晶研 究方

面
,

我国起步较晚
, 但成果甚佳

, 如在梳型高分子液晶的有序

性方而提出双有序参数 的概念等
�

生物液 晶研究在我国一直

非常活跃 , 在生物膜理沦方 面
,

从理论上预言 存在半径比为

了 0 的环状生物膜的论文在 ( )) 。年发表以后
, 很快被 法国的

实验室证明
�

在液晶应用研究方面
, 巳在市场出售的液晶应

用研究成果有各种显示器
、

用于温度显示和微波强度侧定 的

热变色胆 幽相液晶膜
、

液 晶气相色谱固定液等
�

相 图

近十年来
,

从我国相图研究 的体系看
,

多数属合金
、

熔盐

和氧化物体系
, 但也有相 当数量的工作 涉及水盐体系和岩石

、

矿物以及化工领 域
,

在各个体系中组元 涉及稀土元素者几乎

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

物理所
、

金属所
、

硅酸盐所
、

广西大学
、

北

京大学等多所高等学校结合稀土永磁材料
、

埋 离子导体等实

用材料进行的相 图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 果
�

庄 育智和张维敬

应聘为美国金属学会和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负责协调的国际

相图资料计划 的特邀编辑
,

由他们评估的相图已被收进 : <5

% ) ) 8 年再版的
《 # ΙΩ ∃ ∋ Ζ : 228 Ζ Υ ς ∃ ∀ & Η Ι∃ ! ∋ ∃ 9 ∀》

�

此外
,

这

期间还 出版了有关相图资料和理论的专集或专著多部
�



电 子 显 微 学

十年来
,

电子显微学在我国的发展突飞猛进
�

在电子衍

衬方而 , 发展了微衍射的分析方法及其在晶界研究上的应用
,

提出新的获得大角度会聚束电子衍射和新的会聚束电子衍 射

成像方法 �在高分辨电子显微术方面
, 提 出了一个新的像衬近

似理论 井在分析电子显微术方面
,

发展了高空间分辨率微分析

技术
�

还发现了固体材料 的多种准晶相
�

有关的情况已见前

述
�

电子显微学在高温超导体
、

半导体
、

合金
、

陶瓷等材料的

结 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例如
,

最早发现 了 #Ι 系超

导相无公度调制结构
�

此外 , 在薄膜中的分形研究
、

电子束辐

照研究 中取得许多新的结果
�

2” 0 年 . 月电子显微镜分会主办了第五届亚太 电 子显

微学会议
, 到会代表初 。余人 , 交流论文 / 10 篇 , 显著超过 了

历届 同类会议 , 会议期间郭可信当选 为 ( ) ) 3一 ( ) ) 1 亚太 电子

显微学会联合会主席
�

发 光 学

近 年来 , 发光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逐渐集巾到以激发

态过程为核心 的领域
, 发光学与光电子学

、

农业
、

生命科学相

互交叉产生新的应用
�

在发光物理方面
,

中国科技大学在同

步辐 射加速器实验室建立 了配套的时间分辨光谱和光化学等

次验站
�

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所开办 了
“

激发态物理
”

开放实

驮宝 , 为发光学的基础研究创造了先进的条件
�

此外 , 在半导

休光学非线性
、

新型光存贮材料以及有机材料光学性质的研

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

在发光材料的应用方面
,

高效稀

土三基色节能灯用发光材料的出现
, 被视为照明工程上的又

一次革命
,

从事这一研究的有几十家单位
�

天津理 工学院材

料物理研究所提出薄膜电致发光在有源区以外加速 电子的新

的原理和方法二 ∗
�

, 平方米的大型矩阵塑料电致发光显示屏

已经用于人民大会堂会务信息的终端 显示 � 在 % 射线发光材

料方面制备了氟氯化钡铺等新材料
, 增感速度提高 ,

�

∗ 倍 � 利

用 Δ Κ < 超微粒的光学非线性研制成 Υ 。 量级双稳器件 � 长

春物理所研制成功作物生长增光素或称光助素
, 使作物增产

(, 一钓;
、

果菜类增产 ( +一 3, ;
�

光 散 射

在喇曼散射领域 的工作主要 集中在半导体
、

介电晶体和

高混超导休等的声子谱研究
�

如对一系列混晶半导体中光学

声子的双模行为进行了系统深人的研究
,
一些单位在 ϑ ∃ : ∀

2
: Γ:

∀ 等超晶格中光学声子限制模的特性等方面的工作受到

国际同行的重视
�

对周期和准周期 Π Θ一Δ [ 以及非晶硅超

晶格的研究也很有特色
�

在 ∴# ∃ Δ [ ≅ 超导体中发现了结构

相变
, 在祖酸铿和锐陵视晶体铁 电相变中发现兼有有序一无

序和位移型的证据
, 此外还发现了一系列压致结构相变

�

表

衡增强喇曼散射是国内光散射研究的热点之一
, 在机制和规

律
、

方法和条件
、

特殊表面和吸附物质
、

界面结构等方面做出

了出色的成果
�

布里 渊散射方面
,

在反平行磁化的双层膜中

发现 了新的 自旋波模式 � 在周期及准周期金属和非晶半导体

超 晶格中研究了声波 的传播特征
�

非线性光散射方面也取得

了大量成果 , 在受激喇曼散射
、

父激布里 渊散射等方面的研究

都很有特色
�

签础光学和声学

中国光学学会涉及的光学专业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 次
,

即光学工程
、

应用光学和光物理
�

和物理学重合的除了光物理

外还有光学工程和应用光学的物理基础
, 可以把这些内容称

为基础光学
�

目前我国开展基础光学研究的单位 约有 ., 个
�

研究的领域有新的光学系统设计理论和方法
、

光学信息处理
、

激光物理
、

非线性光学及其晶体材料
、

量子光学
、

瞬态光学
、

激

光核聚变
、

激光等离子休物理
、

%�
�

射线激光
、

红外物理
、

大型天

文食品及 自适应光学等
�

中国光学学会现有会员 , 3 , , 人 ,
其中专业倾向于物理者

约占 2 ? , 4许多人同时为物理学会会员7
�

学会下设 (+ 个专

业委员会
,

其中与物理学直接或部分有关者约 0 ? 3
�

光学学

会 还和物理学会合办有关的国际会议
�

中国声学学会是 ( ) . , 年由中国物理学会下属声 学学 会

和中国电子学会下属的应用声学学会合并而成的
,

中国声学

学会下设 ) 个专业委员会
,
有会员 0 . ,。余人

�

学会每年组织

∗一 , 次学术交流会
,
参加者约 + ,, 人

�

近年来在我国召开了第三届西太平洋声学会议
、

国际物

理声学会议
、

国际海洋声学会议4以科协名义7等国际会议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 0 年在北京召开的 ( / 届国 际 声学 会

议 , 参加者有 3,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 (。。。多人 ,
交流论文

近千篇 ,
其规模之大

、

内容之丰富
、

论文数量之多
, 在国际声学

会议上是不多见的
�

, 厂� ] , 产
�

] 一 一, 尸甲 砂

研] 训、八子、
‘

]
几

护
,

产
、

产 ] 创 ] 月] 尸 、、碑 、产甲户“、洲、厂“ �
]

一
]

]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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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锦岳等人首次做出无粒

子数反转放大实验

世界各国科学家探索 0, 多年的一项科学实验
—

无粒

子数反转条件下的光放大
, 在吉林大学物理系实验成功

,

并于

去年 通过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持的专家评议
�

这项实验是 由吉林大学物理系高锦岳教授主持的科研小

组 ,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获得的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持的专 家评议会上
, 专家们认为

,

由吉林大学物理系高锦岳

教授主持的课题组研究 的无粒子数反转光放大实 验 是 成 功

的
,

是激光物理和量子光学中的开 创性实验
,

是激光物理基础

理论的重大突破
, 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

自从第一台激光器问世 30 年以来 , 人们已经制造 出千百

种类型不同的激光器
�

目前
,

除了同步辐射等少数激 光器以

外
, 各种激光器都要在有粒子数反转的条件下 工作

,

这种方式

对激光工作物质的选择和激光波段的开拓带来很大的 限 制
�

尤其在光和短波长区域
, 问题更加突 出 , 因为光的波长越短

,

实现粒子数反转越困难
�

高锦岳教授等人在钠原子中第一次

观察到无粒子数反转条件下的光放大讯 号的实验证明
, 当利

用相干光去激发原子时 , 在适当条件下
,
不需要粒子数反转也

可以获得光放大
�

高锦岳教授主持的这一实验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 反 响
,

先后在 / 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
, 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

评价和极大重视
�

不久前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量子电

子学会议和在美国克罗拉多召开的原子相 干学术讨论 会 上 ,

这项研究成果更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
�

4贺天民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