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理学部新英才 任步雪
�四 � 杨立铭教授

�三� 吕敏教授

吕 敏 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 所 研 究 员
 

! ∀ #! 年 ∃ 月出生于江苏丹阳
 

! ∀ % & 年毕业于浙江大

学物理系并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科学

研究
, ! ∀ % ∋ 年至 ! ∀ % ∀ 年在该研究所攻读研究生

 

! , % &

年后
,

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

苏联杜布纳联

合核子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
,

后被聘为国防科工委第

二十一试验训练基地研究所研究员
、

副所长
、

基地科技

委员会主任
,
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

抗辐

射加固专业组组长
、

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委员
 

! ∀ ∀!

年 !!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主要

从事核物理
、

尤其是核试验物理诊断方面的科学研究

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 年代
,
在利用宇宙线进行高

能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
,
利用国内已有的多板云雾室

,

在云南落雪山的高山实验室�海拔 # & ( ( 米 �拍摄了照

片数万张
,

对当时国际上关心的中性超子与介子的产

生规律进行了 系统研究
,

是 当时国内仅有的基本粒子

和高能核作用的实验研究工作
,

并集体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三等奖
 

)( 年代初
,

利用苏联杜布纳高能加速器

开展 了基本粒子的实验研究
,

并利用中子实验室首次

进行了脉冲反应堆的有关实验研究
 

)( 年代以来
,

在

核试验物理诊断的实验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

作

出了重要贡献 ∗ 主持建立了通过测量
下
射线强度随时

间的变化侧定核装置链式反应动力学过程的技术和方

祛
,

提出了测量的基本方案及数据处理方法 弓提 出了在

地下核试验中利用针孔实现核装置活性区图象诊断的

技术方案及利用 光纤技术测量聚变区中子图象与空间

温度分布的方案
,

提高了测试工作的效费比
,
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屯在利 用聚变反应生成的高能
丫
射线

诊断核装置聚变反应过程方面
,

合作提出了克服核爆

炸产生的很强的本底干扰的新方法
,

并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 提出了利 用刚架实施多项目物理诊断的

技术方案
,
获得很好成功

,

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 在利用中子能谱的 多卜勒展宽效应测定核装置聚

变反应温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并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 + 在核试验物理诊断技术的学术内涵和工作分

类等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筹建了 多种模拟设备

,

并

集体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对于与核武器技术

有关的软科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提出了不少创

新性意见和建议
 

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
,
如

《
在铅板里

发生的电子光子簇射
》

�与王淦昌
、

郑仁沂合作
, ! ∀ , ,

年 �
、 《

宇宙线簇射次级穿透粒子在铅与铝板中的核相

互间作用自由路程
》

� ! ∀ % ∀ 年 �
、 《
脉冲射线束测量中的

统计起伏问题
》

� ! ∀ , # 年�
、 《

脉冲射线束测量 技 术
,

� ! ∀ , , 年 �等
 

杨立铭 北京大学教授
 

! ∀! ∀ 年 & 月出生于江

苏漂水
 

!∀ ∃ & 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机械系
 

! ∀ ∃)

年赴英国留学
, ! ∀ ∃ , 年 !& 月获爱丁堡大学物理学博

士学位
,

并留枝进行博士后研究
 

! ∀% − 年回国后
,

先

后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

授兼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 ! 年 !! 月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主要从事理论原子核物理

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教授工作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在

量子化规则的研究方面
,
首次以运动方程为第一性导

出了动量在坐标表象中最普遍的表达式及通常的量子

化规则
,
使 .

 

%
 

/ 0 1
23 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导出广义

量子化方法
 

在流体统计理论的研究方面
,

将 41
0 3 5

/ 0 2 1 3
液休理论推广到了混合液体

,

并用统计描述导

出了扩散系数
 

首次导出了 67 08 9

矩阵求阵迹的 普

遍公式
,
被国外作为定理引用

 

根据汤费理论
,

合作导

出了幻数 �幻数的发现和 : 8;
2卜 < 2 3= “3

的唯象壳层

模型的建立
,

是核物理的重大发展�
,
国际上肯定这项

成果是对原子核结构理论的重要贡献
 

在原子核多休

问题普遍理论的研究方面
,
导 出了 当时在核多体理论

中产生很大影响的 40 >9
1 ? 3 1 0

理论
 

首次提出了 处

理形变核内核子间相互作用的新方法
,

并在变形核研

究方面获大量应用
 

在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微观研究方

面
,

为补足唯象理论的缺陷
,

提出了 系统的微观理论
,

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

并就一些典型例子进行了

具体的计算
,

取得了与实验颇为符合的结果
 

这一微

观理论具有多方面的特色和优点 ∗ 直接在费米子空间

构成具有玻色子行为的费米子集团
,

使泡里原理得以

严格遵守
,

避免了 伪态的出现 +提出了广义的算符化

的 4 1 ≅ 1 Α7> Β 1 Χ

变换
,

保持了粒子数守恒
,

避免了假态的

出现 +在非简并多 7 壳空间
,
导出了关联对在多体态中

的平均场
,

可自洽地求出这些关联对的结构
,

此方法具

有普遍意义
,

可用于求任意多集团系的单个集团的平

均场 +提出了复合粒子母分数系数 � Δ
·

Ε
 

1
 

� ,

由此将关

联对混合成正交归一基矢
,

并定义模型空间 +用模型空

间中的矩阵元定义具有费米子结构的
“
玻色子

” ,

显示

了它与唯象理论中使用的理想玻色子的区别 + 将模型

空间内的观察量玻色化
,

使微观理论比唯象理论给出

更多的物理内容 +微观理论既可玻色化
,

也可不进行玻

色化
,

因而此理论框架适用于原子核一切低激发集体

态 +等等
 

在核内亚核子自由度
、

特别是强子结构的研

究方面
,

在推广的 Φ <− 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求解强子

夸克波函数的方法
,
具有重要意义

 

在培养科学人才

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
 



�五 � 杨福家教授

杨福家 复旦大学教授
 

! , # ) 年 ) 月出生于浙

江镇海
 

! ∀ % ,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
 

!∀ , , 年后
,

先后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
、

核科学系主任
、

现代物理研

究所所长
、

研究生院院长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

究所所长
 

!” Α 年 !!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

学部委员
 

主要从事原子核物理及原子物理等方面的

科学研究与教授工作井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在离子束

分析的研究方面
,

在我国开创了 ∋( 年代在国际上兴起

的离子束分析研究
,

在国内较早开展背散射及道沟分

析
、

离子束分析
、

核反应分析
、

反冲法测氢等研究
,

首次

将超高真空靶室的离子束用于表面分析研究
 

在原子

核物理方面
,

发现了 4 1
Γ0 和 : 1Η Η 2Α =

13 所预告的一

些 ( Ι
态

,
其有关数据 &( 年来一直被引用 +利用

丫

共

振方法发现了
’‘

: ≅ 的精细结构
,
此乃至今为止国际上

利用这一方法找到的最窄的双重态
,

所测得的一系列

参数已为国际组织采纳 + 在国际上较早地对奇奇核能

谱合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核共振对 ϑ ∗
一射线的影

响
、 Κ 一 , Λ #

半径率的应用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
 

在级联

衰变方面
,

发展了测定厂矿中铀
、

牡子体的一种普适公

式
,

在国外得到应用
,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重离子反应

中普适的级联衰变公式
、

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

式
 

在原子物理方面
,

在国际上首次采用 双箔研究斜

箔引起的转移
,

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单晶金箔研究

沟道效应对极化的影响
、

确认极化机制 +在国际上首次

将运动电场用于束箔机制的研究 + 在超精细相互作用

方面
,

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激光束一离子束相互作用的

研究并精确地测定了一些参数
 

在组织领导建设
“

基

于加速器的原子物理和核物理实验室” 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
,

建成了国内一流
、

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
,

为

开展原子物理
、

表面物理
、

低能核物理
、

离子束分析和

离子束改性等研究提供了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实验条

件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科学研究的组织

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充分发挥该所多学科的综合

优势积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

逐步使该所的基础研

究
、

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形成为互相支持
、

共同发展的

整体
,

并研究制定了该所的长远发展考虑
 

所写专著
《
原子物理学

》
综合了大量科学成果

,

且采用了独特的

计算方法
,

被评为 ! ∀ , ∋ 年国家级优秀教材
,

系唯一获

奖的一本原子物理书籍 +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委托
,
主持编写了

《

核技术发展战略
》

一书
 

发表
《
复合核反应产物角分布的 ∀(

。

不对称性代 ! ∀ ) # 年 �
、

《短寿命核测量中的 丫共振吸收法
》

� !∀ ,∋ 年 �等研究

论文数十篇
,

并有专著多种
 

!! 月出生于江苏兴化
 

!∀ ∃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

系
 

! ∀ ∃ , 年后
,

先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北京 �副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

员
、

研究室副主任
,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研究员
、

副所

长
、

院长
、

名誉院长
 

! ∀ ∀! 年 !!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主要从事辐射物理
、

辐射防护与

核安全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在辐

射物理研究方面
,

%( 年代以来
,
进行了卤素管和强流

管的制备及其放电机制的研究
,

在我国首次制成了盖

革计数管并投入批量生产
,
同时对计数管性能进行了

深人研究 +对反应堆堆控多板硼壁电流电离室的结构
、

充气和运行条件以及电流涨落与 二一中子电流比 值等

进行了精细计算
,

提出了独到见解 + 在空腔电离理论方

面提出了均匀介质加
“
虚源”概念

,

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

在电离室理论方面提出了体复合损失的新表达式 + 发

展了用细束照射研究探测器性能的方法
,

并对电离室

壁的次级 电子角分布提出了新的数据与概念 + 对球形

电离室的一些特性进行了深人研究 + 应用次级电子角

分布的新概念
,

解决了距
丫

辐射源很近的大休积电离

室的响应问题
,

为较高活度
丫
放射源的精密计量提供

了直接计算的途径
 

在剂量学研究方面
,

对探测器能

量响应和纠正方法以及监测中能响的影响等进行了一

系列研究
,

并提出了一个计算方法与程序 +对环境 丫测

量中能响要求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

为我国环境部

门开展的全国规模的环境辐射场调查起了指导 作 用 +

在电子束和 月射线的吸收剂量计算方法方面
,

提出了

按深度剂量降为最大值一半处的射程来计算吸收剂量

的近似方法
,
使理论计算工作大为简化 +在热释光剂量

侧量方面
,

提出了一种由热辐射本底计算透过滤片的

有效波长方法
,
对推动热释光剂量计的研制与应用等

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 ( 年代深入研究了氧子体的潜

能及其测量方法
,

并较完整地解决了氧测量中的有关

问题 +在体内低能 丫 核素测量方面
,

提出了多种克服人

体参数影响的办法
,

使我国的测量精度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
 

%( 年代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建造的零

功率反应堆设计 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剂量监 测 报 警 系

统
 

发表
《
卤素计数管和强流管的制备及其放电机制

的研究
》

�与戴传曾合作
,
里∀ , , 年�

、《
受到射程限制时

探测器几何因子之计算
》

� ! ∀ ∋ 斗年 �
、 《
多道脉冲分析器

微分线性检验中的计数统计涨落
》

� !∀ , ( 年 �等研究论

文数十篇
,

并著书多种
,

专利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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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六 � 李德平教授

李德平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研究员
 

! ∀ & ) 年

# ∃

#
 

Μ

州夕兰
 

什子 研忧薄 普 朋克 弓

澳 在科学史中
,

一个新概念从来都不会是一 弓
口 一

、 、 ,  、  , −

一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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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头就以共元整的最后推式出现
,

像百布腊神 尽

+摆矍黑黑矍鬓+
已
弓
已

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