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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期 � , !∀ 年 ## 月至今� ∃

经历数月的磨难
,

我终于在 # % & 。年 ## 月底回到解放了

的新中国
∋

回国时
,

感到祖国一切都是新的
,

又受到了热烈的

欢迎
∋

自己向来未曾经过大的场面
,

又惭愧没有为人民做过

多少事
,

心情很是兴奋与不安
,
只想尽快役人到工作中去

,
为

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出力
∋

# % &# 年
,

我开始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
∋

由于我

感到自己更愿意也更适合做具体的工作
,

便决定留在了实验

室
,

着手核物理实验方面的建设
∋

# % , ( 年
,

近代物理所从城里搬到中关村
∋

那时中关村刚

开始建设
,

一共只有一两座办公楼
,

仅有的几幢住宅周围都是

耕地
∋

当时国内物资非常缺乏
,

工作甚难开展
∋

为了争取时

∋ 学部妥员卢鹅级教授主持·

物理学家回录忆
。

鱼丝)回 忆
∋

成践 履匕 岁巴

间
,

培养干部
,

大家决心先就力所能及的范围
,

建立一

个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实验基地
,

边干边学
,

逐步掌握

理论和技术
∋

到 # % , ∗ 年初步建立了中关村的近代物

理所工作基地
∋

我在美国费尽辛苦购置的一点器材
,

大部几都安

全运回了国内
∋

# % & &年装配完成的我国第一台 + ∀∀ ,− .

质子静电加速器
,
主要就利用了这些带回来的部件和

器材
∋

同时
,

我们还着手研制一台 /
∋

, 0 − . 的高气压

型质子静电加速器
∋

这段时间
,
虽然有时参加些国内

外的社会活动
,

未能始终在实验室与大家共同工作
,

但

回想起来
,
仍庆幸自己及时回到祖国

,

参加了新中国最

早的加速器的建造和核物理实验室的建立
∋

那时
,

研究所里调集了一批业务基础好
,

又刻苦肯

干的中青年科研人员
,
国家还从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

理研究所等处调来了一批很有经验的工人师傅
,

真是

人才济济
,

朝气蓬勃
∋

加速管的封接是建造加速器的

关键步骤之一
。

我在美国期间
,

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

习过这种技术
∋

回国后
,

与大家一起边干边摸索经验 1

从磨玻璃开始
,

到涂胶
、

加热封接
,
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

这台 /
·

, 0 − . 高气压型的质子静电 加 速 器 终 于 在

# % , 2 年建成
。

由于加速管核真空部件做得好
,

所封接

的加速管这么多年没有坏
,

一直用到现在
,

质量比苏联

进 口的还要好
∋

这在当时国内一穷二白的条件下
,

既

无资料可查
,

又不能出国考察
,

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

的事
∋

在建立实验室和研制加速器的过程中
,

我们不

仅学习了真空技术
、

高电压技术
、

离子源技术
、

核物理

实验方法
,

而且在工作中培养了踏实严谨
、

一丝不苟的

科学作风
,

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迅速成长起来
∋

虽然

现在这两台加速器几乎到了进博物馆的年龄
,

但在建

国初期
,

它们的确起过示范作用
∋

不少人形容中关村

部分是下蛋的母鸡
,

这话并不为过
∋

五十年代中期
,

我国向苏联订购一座原子反应堆
,

两台回旋加速器和若干测试仪器
,

并派遣一批中年骨

千和青年学生前去学习
∋

#% , 3在沱里兴建的一堆一器

与中关村的基地合并成为原子能研究所 1 中关村部分

称为原子能所一部
,

佗里部分为二部
∋

中关村部分除

于 # % , 2 年建成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外
,

还着手研制 电

子直线加速器和进行其他探索性的工作
∋

二部的 回旋

加速器建成后
,

我一度参加在 回旋加速器上进行的质

子弹性散射
、

氖核削裂反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

另一方面
,

为了迅速扩大科研队伍
,

并提高队伍的

素质
,

中国科学院于 # % , 2 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
,

我兼

任科大近代物理系的主任
∋

由于有中科院各研究所的

支持
,

科大的师资和设备都是第一流的
,

这是最优越的

条件
∋

记得那时
,

我的确花力气请了所内外不少第一流

的专家来系里任教
,

学生的反映也很好
∋

由于与研究

所的联系密切
,
使近代物理系得以较快地建立起一个

专业实验室
,

开设了 月谱仪
、

气泡室
、 4 共振散射

、

穆斯

堡尔效应
、

核反应等较先进的实验
∋

我们很注意培养

方法
,

尽可能使学生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得到发展
∋

为了防止实验队伍中缺少理论人才
,

我们努力使理论
、

实验专业均衡发展
∋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相当的收获
,

培养出一批理论实验并重的人才
∋

科大能在短短的时

间内与国内一流大学获同等声誉
,

实不是易事
,
广大师

生 员江为此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

五六十年代
,

我感到要开展国内的核物理研究工

作
,

至少应对国外的发展情况有所了解
,

我很注意阅

读国外书刊
,
了解学科发展动态

∋

同时
,

我也经常考

虑
,
如何从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

,

尽快发展国内的科

研
、

教育事业
,

如何促进国内新型低能加速器的建立
∋

为此也作了不少调研和努力
∋

先后曾就建造串列式加

速器
、

中能加速器
、

建立中心实验室
、

缩短学制
、

成立研

究生部等许多与我国科学发展有关的间题向各级领导

提出建议
∋

可惜由于各种原因
,

大部分未能及时得到

实现
∋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

我还天真地将自己对搞

好科研工作的一些看法写成大字报
∋

没想到自己不久

就成了革命的对象
,
因

“
特嫌”而被隔离审查

∋

文化大

革命使我失去了精力
、

时间
,

给我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

无法弥补的损失
∋

被审查期间
,

我写了几万字的材料
,

也使我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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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 # % % / 年诺贝尔物理奖授

予法国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学院和瑞士 日内瓦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的乔治斯
·

夏帕克教授
,
以表彰他对粒子探

测器
,

特别是多丝正比室的发明和研制
∋

物质最深层次的探测技术的一次突破

今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法国的乔治斯
·

夏 帕 克
,

以表彰他对高能物理探测器的发明和研制
∋

从 # % , %年

起
,

夏帕克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
,
这是欧洲建立在

瑞士 日内瓦州的粒子物理实验室
∋

在那里
,

夏帕克发

明了多丝正比室
∋

这一开创性成果发表于 # % 3 2 年
∋

主

要由于他的工作
,
粒子物理学家才能够把他们的兴趣

集中在非常罕见粒子的相互作用
,

这类相互作用往往

揭示物质更深层次的奥秘
∋

有时
,
在十亿个粒子的相

互作用中才有一个是人们所要寻找的
∋

实验上的困难

在于从这么多观察到的粒子相互作用 中挑选出那些极

其稀少而又令人特别感兴趣的事例
∋

照相法在探索粒

子过程中曾一度非常成功
,

但对此却无能为力
∋

夏帕

克在这种新式丝室中使用了现代电子学
,

并认识到把

探测器直接与计算机连接的重要性
∋

这一发现使数据

采集的速率有可能比过去记录带电粒子轨迹的各种方

法快千倍
∋

与此同时
,

空间分辨率也大为改善
∋

从那

时起
,

他的基本思想得到了发展
∋

二十多年来夏帕克

本人一直处于这一研究的前沿
∋

探测器的发展往往件随着基础研究的进步
,
在夏

帕克开创性发明的难础上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粒子探

走过的道路重新进行了回顾与思考
∋

我想
,

一争人能

作出多少事情
,

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决定的
∋

由于我才

能微薄
,
加上条件的限制

,

工作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

唯

一可以自慰的是
,

六十多年来
,

我一直在为祖国竞竞业

业地工作
,

说老实话
,

做老实事
,

没有谋取私利
,

没有虚

度光阴
∋

# % + ( 年
,

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
,

高能加速器的建

造终于提到 了议事 日程
∋

我尽管年龄大了
,
精力也不

济了
,

但总希望尽量多参加些与所的建设有关的学术

讨论与会议
∋

看着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从破 土 动

工
、

建成出束
,

到积累数据
,

看到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员

成长起来
,

队伍不断壮大
,

真是感慨万千 5 回想自己一

生
,

经历过许多坎坷
,

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
,

科学发达
∋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
,
但国家尚未摆

脱贫穷与落后
,

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

再励
,
继续努力

∋

�续完�

测器
,
对于粒子物理学许多发现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

性
。

其中有一些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

夏帕克对

新型探测器的使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
例如用在医学和

生物学中
∋

背景信息

研究基本粒子间的反应
,

可以提供粒子性质和粒

子间作用力的知识
∋

这些反应通常非常复杂—
有时

在一个反应中会产生几百个粒子—
为了解释这些反

应科学家往往需要记录每个粒子的轨迹
∋

直到 # % +∀

年
,
这类记录常用的方法是各种照相法

,

图片要靠特殊

的测量器具进行分析
,

工作过程缓慢而又劳累
∋

夏帕克的发明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特殊方式用到了

先前的一项研究成果
,

这就是正比计数器
∋

经典的正

比计数器象盖革
一
缪勒管一样

,

是由处于直径大约为 6

厘米的管子和中央的一根细丝组成
∋

在细丝和管壁之

间加几千伏的高压
∋

带电粒子穿过充气的管子
,

会使

气体电离
∋

在这个过程中
,

气体的中性原子会释放带

负电的电子
,

而变成带正电的离子
。

在电场的作用下
,

电子向管心的细丝 �即阳极�运动
∋

接近细丝的地方电

场非常强
,

电子大大加速
,

于是就有足够的能量使气体

游离
,
因而有更多的电子被释放

,

这些电子又被加速
,

这样就形成了电子和正离子的雪崩
∋

正是由于电子和

离子的运动
,

引起了阳极丝产生一电信号
∋

但是气体

游离的起始位置�带电粒子开始使气体游离的位置�只

能以大约  厘米的精度来确定
,

这就是管子的尺码
∋

将一层层这样的老式正比管覆盖大的面积是不现

实的
,
也不可能达到需要的空间精度

∋

突破来自夏帕

克发明多丝正比室
∋

这种装置由大量平行细线组成
,

这些细线处于两块相距几厘米的阴极平面之间的一个

平面内
,
细线�阳极丝�直径约十分之一毫米

,
间距约 #

或几毫米
∋

# % 3 2 年夏帕克与人们普遍的想法相反
,

认

识到每根丝都会象正比计数器一样工作
,
可使空间精

度达到 # 毫米或者更小些
∋

每根丝都以极快的速率记

录粒子
,

速度高达每秒几十万次
∋

这么高的速率在当

时是绝无仅有的了
∋

每根丝都有一放大器
,

由于电子学的发展
,

使能源

消耗极小的密集型放大器成为可能
,

于是可以用上很

大数量的放大器
∋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
,

能够

用计算机记录信号
,

并掌握大量数据
∋

在这项从 # % 3 2 年开始的先驱工作中
,

夏帕克还致

力于对多丝正比室的可能发展
∋

其中的一项是利用开

始游离到漂移至阳极丝的时间
∋

漂移时间的测量导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