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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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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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谱仪++! ∀ # , % 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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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月出生于上海市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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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年去苏联实

习
,

先后完成 2 3 , 4 电子同步加速器和 ∀ 1 3 5 4 质子同

步加速器的理论设计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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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4 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设计
�

∀, ∃∀ 年至 ∀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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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 年至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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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能量为7 0 ∋ 5 4
、

, 5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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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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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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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年代组织领导了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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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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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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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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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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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