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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学部新英才
·

编者按 � 在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这一英才会

聚的群体里
,

又增加了  ! 位新成员
�

学部委

员
,

是科学界最有成就的一批科学家
,

他们追

求真理
,

献身科学
,

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
,

不

同的学科领域内
,

为我国科技事业的进步和

经济
、

杜会发展不断做出贡献
�

为使广大读

者了解新增委员的主要贡献与 成 就
,

本刊新

辟
《

数理学部新英才
》

栏 目
,

除任步雪同志向

本刊提供 ∀# 名学者的简介文章外
,

还将邀请

他们所在单位专家撰文报道
。

希望广大读者

给予重视
,

我们期待着您的反映
。

∃一 % 丁大钊教授

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 &  , 年
∀ 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市

�

曾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物理

系
, ∀ & ∋ ,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并被聘入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 ∃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进行科学研究
�

∀ , ∋ ( 年至 ∀ & ( # 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高

能物理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
�

∀ & ( 。 年至 ∀ & !∀ 年被聘

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易名为核工业部
、

中国核工业总

公司%北京第四) 一研究所副研究员
、

第二研究室业务

组长
、

第七研究室主任 ∗ + , ! ∀ 年至 ∀ & !  年被聘为该研

究所副研究员
、

物理研究部主任
�

∀ & !  年后被聘为中

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及院科技委员会副 主 任
、

中国科学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副 主任
�

” &∀ 年 ∀∀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

主要从事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

成果
�

∋# 年代曾参加荣获 + , ! ,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的发现 分超子的实验研究工作
,

提出并发展了

一种确定径迹气泡密度
、

进而鉴别粒子的方法
,
为鉴定

与分析 分 事例做出了关键性的工作
�

(# 年代负责

轻核反应实验小组调研与轻核反应装置中轻核反应过

程有关的核数据
,

完成了核数据编译
《

轻核反应调研 ,

并据此组织开展了低能轻核反应截面测量等实验项目

和快中子测量实验技术的预研
,

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完成氢弹基础核数据测量任务作出了贡献
�

−# 年

代中期及以后
,

负责开胖了快中子核反应 犷谱学分支

学科
,

并领导了热中子辐射俘获与原子核巨共振方面

的实验研究
,

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数据和国际水平的

成果
,
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研究骨千

�

!# 年代在负责

串列加速器物理实验室实验区建设方面
,

在负责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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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
,

静极了
�

刚修改完一堆稿件
,

有些倦意
�

蓦回头
,

却看见王淦昌先生送我的照片
,

顿时兴

奋起来
,

不由得想起许多有关王老的往事来
�

提起王老的品德
、

为人
、

精神
,

在物理学界乃至整个科技界有 口皆碑
�

有幸与王老结识的

人
,

都有如此炽热的感受 � 他谦逊质朴
、

坦率真诚
、

平易近人 ∗ 他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关心同事
、

爱护学生
、

富有正义感
、

社会责任感 ∗ 他助人为乐
、

主持公道
,

甘冒风险救人于危难之中
,
对青年

后辈更为热心鼓励奖掖 ∗他一身正气
、

两袖清风
、

奉献得多
、

索取得少 ∗ 他醉心事业
、

分秒必争
、

不

断创新
、

永不停步
�

他始终孜孜不倦地活跃在物理前沿
,

他始终一往情深地关心祖国与人类命

运
,

他始终像一团火
,

把温暖给予后辈
,

给予青年
,

成为他们的忘年之交
�

且不说王老不辞辛劳进城买书
,

寄给一位素未谋面的湖南青年 ∗且不说王老出差上海
,

看望

病势垂危的助研卢仁祥
,

把香蕉剥开送到小卢嘴边
,

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 ∗且不说王老经济不宽

裕
,
当听说祖国遭灾时

,

风尘仆仆从杜布纳联合所赶到中国大使馆
,

将平 日节余的 ∀. 万卢布献

给祖国人民 ∗且不说王老关心受迫害的同志
,

每月寄钱
,

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

⋯⋯ 笔者每次遇

到困难与挫折
,

总能及时得到先生的关怀与帮助
�

当杂志处在低谷之时
,

是王老发表文章
,

说

、现代物理知识》对我有好处
,

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很多 ,’∗ 当稿源遇到困难时
,

是先生派人送来他

的新作 ∗ 当有了苦闷与烦恼
,

是王老充满慈爱地开导我 � “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

我很喜欢看你们

的杂志 ,’∗ 当我们获得成功
,

发行量突破万份
,

他同我们一样喜悦
,

说“你们不容易
,

我祝贺你们 / ”

当王老从日本归来
,

看到我的短信
,

当天打电话约我前往谈杂志
、

谈作者
,

也谈他的感想
�

在高能

物理学会十周年大会上
,

在浙江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

王老向人们推荐 心现代物理知识》
�

⋯⋯这

一幕幕触动人心的往事
,

这一席席感人肺腑的言语
,

使我这个已过知天命年纪的人也热泪盈眶
,

再也没有比知音者的奖赏更珍贵
�

夜
,

好静的夜
�

随手翻开一本回忆录
,

那里有王老的学生
、

新当选的学部委员吕敏教授一段

话
,

说得十分中肯
�

我录用其中一段话
,
作为对先生八十五寿辰的献词 �

“

从王老师那里我学习了许多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工作方法
,

但是对自己教育更深刻的

是王老师崇高的科学家精神 � 他那热爱祖国
、

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 ∗ 他那活跃

敏锐
、

永不停顿的创新精神 ∗ 他那刻苦学习
、

谦虚勤奋的钻研精神 ∗他那以身作则
、

平易近人
、

海

人不倦
、

爱护后辈的高尚风格
�

王老师这些崇高精神和品德使我深受感动
、

铭记不忘
� ”

吴水靖

深夜的绪思/
献给王淦昌生先欣辰岁寿

�
∋ �



区布局
、

束线与靶站及其探测设备的配置方面
,
在负责

数据在线获取系统的配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建议

与促进了在串列加速器上开展极化离子束核反应的研

究领域
,

建成了适于进行精细核反应与核结构研究的

国际水平的实验室
,

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
了

漪理

基础研究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同时
,

在组织

推动自由电子激光研究的可行性
、

方案研讨及论证等

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 提出并论证了射频直线加速器驱

动器方案 ∗组织指导对氖 0钦系统中子发射进行了实验

研究
,

采用较严格细致的实验步骤
,

排除本底干扰
,
以

较好复现率
、

较明显
“
中子发射”效应取得了一批结果

,

得到国际肯定 ∗ 在负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同步辐

射应用及设备发展的新领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发

表
《

奇异粒子的强相互作用
》

∃∀ & ( , 年%
、 《

一个测量快

中子与核非弹性作用 二射线 1 2∃ 34 %谱仪55∃ ∀ & ! , 年 %
、

《” 6 。
热中子辐射俘获反应的研究》 ∃∀& ! − 年%等研究

论文数十篇
�

〔任步雪%

∃二 % 方守贤教授

方守贤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

∀ ,  , 年 ∀# 月出生于上海市
�

∀& ∋ ∋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物死系并聘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原子能研究所

的前身%进行科学研究
�

∀ & , − 年至 ∀ & ∋ & 年去苏联实

习
,

先后完成 7 8 , 9 电子同步加速器和 ∀ ∋ 8 : 9 质子同

步加速器的理论设计
�

∀ &∋ & 年至 ∀& ( 。年在苏联杜布

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
,

其间进行了 我 国

仁 。; 2 9 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设计
�

∀, (∀ 年至 ∀夕‘.

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部进行科学研究
,

对

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 了 研究
�

∀ , ( . 年至 ∀ & ( ∋ 年对 ∀ ! 。
“

同位素分离器磁场进行设计

研究
,

指出了苏联援助我国的分离器在垫片形状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
,

并指导了改进工作
�

∀ & ( , 年至 ∀ , −∀ 年

对质子直线加速器生产核燃料的可能性进行了 探 讨
�

∀ & − , 年至 一& ! , 年参加< 能量为. # 1 : 9
、

, : 1 2 = 质子

同步加速器及其增强器的理论设计
,

提出了分离型增

强器的设计方案
,

∀ & ! , 年至 ∀ & !  年在欧洲原子核研

究中心工作
,

对反质子积累环的聚焦结构进行了研究
,

提出并完成了积累环新方案的设计
,

被采用
�

∀ & !  年

至 ∀ & ! ( 年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计工作
,

并被

聘担任工程副经理 ∗ ∀&  ‘ 年至 ∀ & ! ! 年被聘担任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副所长 ∗ ∀ & ! ! 年被聘担任高能物理研 究 所 所 长
�

∀& 叭 年 ∀∀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 学 物 理 学 部 委

员
�

主要从事加速器理论及工程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

得多项重要成果
�

(# 年代初期对当时国际上提出的

一种新型的等时性回旋加速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

研究
,

首先发现这类加速器中由于自由振荡而引起的

不等时性
,

指出了当时设计这类加速器时由于没有考

虑自由振荡效应而导致的错误
�

(# 年代中期共同对

∀! 。
口

同位素分离器的设计理论进行了全面研究
,

弄清

了设计原则
,

并对分离器的安装调试起了指导作用
,

明

显提高了分离器的分辨率
�

−# 年代组织领导了 , )12 9

质子同步加速器的理论设计
,

提出了加大脉冲流强的

新方案
�

!# 年代
,

参加了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新型

强流反质子储存累积环的设计工作
,

并负责聚焦结构

方面的设计
,

提出了特别适于小场地建设的小中型环

形加速器的消色散方法并被正式采用
,

性能居世界领

先地位 ∗ 组织领导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原来的理论

设计进行了一系列改进而提高了其性能且 节 省 了 投

资
,

使其性能在同能区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
、

其亮度为美国同一能区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亮度的四倍
,

并在全面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研制
、

运转和课题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

集体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发表
《
环形加速器中的一种消

色散方法》 ∃∀ & ! ∋ 年%等研究论文数十篇
�

∃任步雪%
‘, 明卜) 口‘, 川卜心, 诊 ‘, �

月)月卜 , , � � 月, , 卜�。 月卜‘, � 卜 �。闷,

那还是在抗战时期
,
匆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淦

昌教授
,

为了支援抗 日
,
将家中积蓄的白银

、

首饰捐献

出来
,

而自己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

∀, (∀ 年
,
当国内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消息传到苏

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时
,

担任中国专家组组长

的王淦昌心急如焚
,
匆忙乘火车赶到莫斯科

,

求见刘晓

大使
,
将相当于, >  万元人民币的 ∀. 万卢布交给组织

,

转交祖国人民
�

刘大使深知王淦昌的经济状况并不宽

裕
,
这笔钱是他省吃险用节余下来的

,

无论如何也不能

收
�

但王淦昌坚持说 � “
游子在外

,

给父母捎家用钱
,

理

所应当
,

现在国家遇到了困难
,

我难道不应尽一点儿心

意吗?”最后
,
刘大使只好收下了

�

+ , ! , 年
,
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而荣获国

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他把  #。。元奖金全部捐献给原子

能研究所小学
�

面对人们的询问
,

他说 � “

我只是想为

娃娃们的父母减少些后顾之扰
,

为原子能事业更好地

工作
�

”

王淦昌在青海工作多年
,

却一直保留北京地区的

工资标准
,

不要高原地区补贴
,
也不要任何特殊照顾

�

王老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一身正气
、

两袖清风的高尚

品德
,

赢得国内外科技工作者的尊敬与爱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