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该是直接法今后的一个至关

重要的发展方向
�

鉴于此
,

范海福在 � 年代

初首先提出了将直接法从应用

于小分子晶体推广到用于生物

大分子晶体
�

这一设想
,
后来竟

成为 ! 年代国际上直接法研

究的一个重点
�

其主要内容是

用直接法处理由单对同晶型置

换法或单波长异常散射法所引

物理所晶体物理学家
、

中科院学部委员
、

研究员范

海福与他领导的研究组
,
致力于直接法的研究

,

开拓其

新的应用领域
,

科研成果独具特色
,
居国际领先水平

�

近几年来
,

他先后在不同类型的 ∀ 个国际学术会议上

作过 ∀# 次特邀报告
,

受到了国际同行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与赞誉
�

晶体结构分析是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重要 手 段
�

它可以精确而全面地提供原子在晶态物质中的布置情

况
�

为此
,

许多重要领域的学科
,

如分子生物学
、

结构

化学
、

凝聚态物理学
、

矿物学
、

药物学等
,

都需要晶体结

构的资料作为实验基础和理论探讨的依据
�

范海福祖籍广东省广州市
,

今年 ” 岁
�

∃ 年代
’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

早期
,

他从事

晶休结构分析研究
,

后又涉足于衍射分析理论
、

实用算

法和相应的通用计算机软件
,

做出了多项开创性的工

作
,

在国际上同类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提起 晶体结构分析中的直接法
,

它是一种重要的

分析方法
,

具有悠久的历史
�

由于直接法的发展 日臻

成熟
,
测定一个小分子晶体结构的周期

,

从几个月缩

短到几个小时%不计采集衍射强度数据的时间&
�

用直

接法测定小分子晶体
,

积累了数万个晶体结构的数据
,

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结构化学理论的发展并 促 进 了 药

物设计的创建
�

为此
,

直接法创始人中的两位 ∋ (
�

( ) ∗ +‘, − .

和 /
·

0 − 12‘ 曾于 ∀ 3 ! ∃ 年荣获诺贝尔化学

奖
�

在范海福科研生涯的征程中
,
早就从 � 年代初开

始
,
由他主持完成了

“

直接法处理晶体结构分析中的鹰

对称性间题
”
的研究

,

从而发展出一套理论和应用技

术
,

被引述于国外出版的一部直接法专著
�

可是
,

不少

人认为直接法己经取得过如此重要的成就
,
它的发展

也已到了尽头
�

但是
,
范海福却认为

,
固然直接法在理

论上和应用上都已有了相当完整的体系
,

但其应用领

域至今仍局限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小分子单晶

体的 4 射线衍射分析
�

因此
,

使直接法走出传统领域

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找新的机会
,
迎接新的挑战

,

这

起的衍射周相不确定问题
�

它的目的是试图成倍地减

少蛋白质结构测定所需的实验和计算工作量
,

并扩大

原有方法的适应范围
�

国际上许多重要的直接法研究

中心都投人了这一探索项目
�

范海福领导的研究组是

国际上唯一完成了实例试验的单位
�

据了解
,

其他有

关单位至今仍停留在对无误差的假想数据作试验的阶

段
�

范海福的试验结果
,

至今一直领先于国外同行
�

他

在 ∀ 3 ! 3 年完成的一项试验表明
,
该研究组的方法已接

近于可供实用水平
�

其中
,

由他开展的直接法用于蛋

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试验
,
获得了国际上迄今最佳的

试验结果
�

曾应邀在美
、

英
、

法等国 的 3 个科研单位作

了学术报告
。

将直接法从分析具有完整周期性的单晶体结构推

广到分析周期性不完整的调制结构以及不具备周期性

的准晶结构
,

是范海福研究工作的又一特点
�

目前
,

许

多重要的固体材料如有机导体
、

高温超导材料以及矿

物晶体等
,

往往具有所谓的调制结构
�

其原子在晶胞

中的位置和占有率作有规律的涨落
,
这个涨落的周期

有异于晶体本身的周期
,

从而破坏了总体周明的完整

性
、

这一特性往往同其它物理
、

化学性质密切相关
�

当

前用 于测定调制结构的方法均属尝试法
,

即先假设一

个调制模型
,

算出理论衍射强度
,

然后通过同实验衍射

强度比较
,

对模型逐步修正
�

这种方法带有主观成份
,

手续麻烦
�

范海福研究组于 ∀ 3 ! 5 年建立了用直接法

求解非公度调制结构的理论和实用算法
�

用这种方法
,

无需对调制方式作任何假设
,
可以从衍射数据直接推

定调制结构
�

范海福领导建立了多维空间中的直接法

并用于测定非公度调制结构和准晶结构
,

属于国际首

创
,

于 ∀ 3 ! 3 年就成功地测定了一种新矿物的非公度调

制结构
,

并于 ∀” 2 年成功地测定出掺铅的 61 系 # # # 7

高温超导相的非公度调制结构
,
引起国际高温超 导界

的普遍关注
�

直接法
,

究其本质而言
,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图像

处理技术
�

将直接法同高分辨电子显微术相结合
,

以

提高其电子显微镜测定结构的能力
,

这是范海福与这

8
。。、 9 , �

等
,

而且其影响甚为深远
�

回顾一下原子簇

的研究历程
,
可以说

,

如果人们早一些将注意力更多

地放在碳簇上
,

则很有可能在 5 年代中期便已得到

∀ , ! , 年的重大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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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一个创造的机会

潘元胜倪新蕾马玉璋万春华
’

编者按 ∋

如何搞好大学物理的教与学
,

是 大专院校一代又一代师 生一

直探索的课题
�

为 了及时介绍人们在探索过 程中所总结的新 经

验
、

新方 法
、

新教材
,

本刊新碎《大学物理研 究》栏 目
�

由南京 大学

物理 系潘元胜等同志所撰 写的《给学生一个创造的机会》一文
,

是

他们 对物理实验课进行改革的经验总结
�

我们将她作为本栏 目的

首篇奉献给大学的朋 友们
,

希望与大 家共 同办好这一栏 目
。

发展国民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
,

需要一批有创造

才能的人材
�

但创造才能不是天生的
,

是在一定社会

和教育条件下培养出来的
�

如何培养大批有创造才能

的人材
,

是目前教育家们很重视的问题
�

物理实验是人们进行物理学研究的一 种 基 本 方

法
,

是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

目前

物理实验课的教学内容
,

多数是以前物理学家的创造

性科研成果
�

因此物理实验课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

但长期以来
,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过多强调测量技

术的训练
,
忽视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

老师为了使

学生顺利完成实验
,
获得一个好的实验结果

,

把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和障碍都一一排除掉
�

显然学生受不到科

学家为解决问题和困难而进行的创造性工作的 训 练
,

只是进行操作技能的训练
�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

我们从 ∀ 3 ! � 年起对物理系

一年级的物理实验课进行了改革
�

创造
,

是人们在高度紧张状态 下运用全部智力和

体力的一种活动
�

而创造才能
,
又是创造活动经验的

积累
�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
,
必须通过创造性的实

践
�

按上述指导思想
,

我们首先激励学生的创造欲望
,

再给予必要的引导
,

并为学生创造必要的条件
,

让学生

去进行大胆的尝试
�

我们规定 ∋ 学生在本学期实验课内
,

必须完成 ∀#

个基础训练的实验
�

在此基础上作一篇题为
“
实验中

问题的研究”的小论文作为实验课的考试
�

有创见
,

有

独立见解的论文
,

成绩才能给予优秀
�

青年学生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胜心
,
头脑中框框

少
,

而大学生又是中学时代的佼佼者
,

从心理上讲
,

他

们都想寻找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
�

这就成为我们

引导工作的基础
,

我们的引导工作是在开学的绪论课

上进行的
�

另一个激励办法是把论文作为考试
�

因为

考试对学生来讲是压倒一切的大事
�

为了使学生有紧

迫感
,

我们特改变考试办法
,

作为激励学生的杠杆
�

学生有了积极性
,
必然认真钻研实验的全过程

,

认

真观察研究实验中的物理现象
,

找出实验中的问题
,

提

出他的论文题目
�

这对加强基础训练是十分有利的
�

选

题是作好论文的关键
�

为了 引导学生作好论文选题
,

特

在学生完成四个实验后进行一次课堂讨论
�

讨论的题

目是
“
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

由学生对已作过的实验
,

自

己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

规定每个学生必须提出三个以

上问题
,

然后学生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与评议
�

对学生来说
,

提问题比 回答问题要困难
,
提问题要有创

造性
,

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

这种讨论不仅可以帮

助学生把已作过的实验
,
进行透彻的分析

,

还可以使学

生在论文的选题上相互启发
�

另外
,

我们还安排了一

次题为
“

发现从不满意开始”的课外讲座
,
向学生介绍

关于选题
、

查阅资料
、

设计方案
、

实施
、

作出报告等科研

工作的基础知识
,

在思维方法和实验方法上给学生提

供帮助
�

����

个所其他科学工作者合作
,
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的一个

创新性研究方向
�

他们建立了有关的理论并完成了一

系列的模拟计算试验
,

同时对实验电子显微像进行结

构图像复原以及提高分辨率的试验
�

由范海福等推出

建立的一种用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图像 处 理 新 方

法
,
已获得国际最佳结果

,

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
。

春华秋实
�

范海福潜心钻研三十余个春秋结出了

硕果
,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 余篇
,

其中他或与合作者

曾获得了 ∀ 3 ! �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

并

于 ∀ 3 ! 5 年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 3 3∀ 年的中

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奖一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