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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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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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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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篇 , 显著超过 了

历届 同类会议 , 会议期间郭可信当选 为 � �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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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超微粒的光学非线性研制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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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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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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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以及非晶硅超

晶格的研究也很有特色
�

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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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人 ,
其中专业倾向于物理者

约占 � � , �许多人同时为物理学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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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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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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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协名义�等国际会议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 � 年在北京召开的 � � 届国 际 声学 会

议 , 参加者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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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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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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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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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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贺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