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年秋
,

一位富于开拓
、

锐意

创新的学者
,

应聘担任了
“

八五”期

间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之

一的
“
光电功能材料的结构

、

性能
、

分子设计及制备过程” 项目的首席

科学家
 

他就是南京大学物理系教

授阂乃本先生
 

他今年”岁
,

是我国

自己培养的优秀中年科学家
 

� ! , !

年
,

他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
,

后留

校任教
,

师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冯

端教授
 

长期以来
,

阂乃本教授致

力于晶体物理学的研究
,

尤其在晶

体缺陷
、

晶体生长以及晶体物理性

能等领域作出了许多开 创 性 的工

作
 

在他 ∀# 多年的科研生涯中
,

取

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卓越成就
。

∃# 年代初期
,

在冯端教授的悉
%
合指导下

,

他主持的课题组就在国

内首次研制成功了
“
电子束浮区熔

仪
” ,

成功地制备出钥
、

钨
、

泥等难熔

金属单晶体
,

并于 � ! ∃斗年获得由国

家计委
、

国家经委
、

国家科委联合颁

发的“工业新产品二等奖”
 

尔后
,

阂

教授等一批年青人在冯端教授的带

领下
,

克服种种艰难困苦
,

大胆地闯

人了高温难熔金属材料的基础理论

研究领域
,

创造性地发展了显示位

错线和位错网络的浸蚀方法
,

并利

用这一观察技术系统地研究与确定

了体心立方金属中位错类型
、

位错

组态及亚晶界的位错结构
,

取得了

出色的成绩
,

使我国晶体缺陷的研

究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经过&。多

年的系统深入研究
, ‘“

晶体缺 陷 研

究”项目子 � , ∋ & 年 , 月荣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

阂乃本教授是其中

主要获奖人之一
∋# 年代中期

,

阂乃本教授与别

人合作
,

首次观察到晶体中纯螺型

位错的双折射像 ( 近年来又系统地

发展了弹性
、

光弹各向异性的立方

晶体中螺位错双折射像 的成 像 理

论
,

从而使人们能够利用双折射貌

像方法全面地研究晶体缺陷
,

他的

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瞩

目
。

阂乃本教授在长期的科研
、

教

学实践中勤奋好学
、

潜心钻研
,

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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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领域
,

特别

是在晶体生长研究领域的学术造诣

日臻高深
,

成为一名闻名中外的优

秀科学家
 

尤其是他那种反应敏捷
、

善于洞悉物理内涵的独 特 思 维 方

式
,

使他在 “国际前沿”和学科发展

的最根本性问题上孜孜以求
,

挑选

并完成了一项项引人注目
、

具有独

创性和开拓性的重要课题
 

在晶体生长的基础理论研究方

面
,
国际上自 ∗# 年代初提出了螺型

位错生长机制以来
,
数十年一直没

有明显进展
 

� ! ∋‘年
,

阂乃本作为

访间教授去日本东北大学进行合作

研究
 

他系统地研究了晶体生长的

缺陷机制
,

首次提出了晶体生长的

层错机制
、

李晶机制
,

晶面宏观台阶

处应力集中引起局部粗糙化的生长

机制
,

特别是发展了层错机制的晶

体生长动力学理论
,

进一步完善了

国际学术界对晶体生长理论系统的

认识
 

同时
,

阂乃本教授对“熔体生

长时小面生长和界面失稳以及向胞

状界面的演化” 、 “

利用实地观察技

术研究水溶液薄膜系统中晶体
、

枝

晶
,

分形的生长演化” 、 “

水溶液薄膜

中分形形成机制和聚集动力学
”
等

国际前沿课题进行了深入
、

细微地

研究 (他还与美国
、

日本
、

前苏联
、

荷

兰和新加坡等国家的著名学者一起

研究了“晶面粗糙化现象” ,

并首次

提出了
“
晶面原子间多体互作用 ”理

论
,

建立了各向异性变键模型 (利用
“蒙脱卡洛” +, − . / − 一0 ‘ 1 � −

2 模拟
,

较系统地研究了多体互作用对于晶

体表面能
、

合阶能
,

晶面粗糙化以及

晶体生长动力学的影响
,

受到了国

内外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
 

多年来
,

阂乃本教授在科学园

地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

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

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

荣誉
 

� ! ∋ ∀ 年
,

就在他于大洋彼岸

的美国因研究工作出色而荣获犹他

大学和 3 01 − 4� − 5

飞弹公司联合颁

发的
“

大力神奖”的同时
,

他撰写的
6 � 万字的专著

《
晶体生长的物理基

础
》
作为当时第一部系统介绍

�
见体

生长理论的著作荣获全国优秀图书

一等奖 ( 同年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他为博士导师 ( � !“ 年国家教委

特批他晋升为教授 ( � ! ∋ , 年和 �夕∋ ,

年被授于
“

江苏省劳动模范
”
称号 (

�! ∋ ∃ 年他领导的
“
聚片多畴 7 8 晶

体的制备
、

形成机制和激光倍频增

强效应
”

研究项目获国家教委科技

进步二等奖 ( � , ∋ 9 年国务院又确定

他为
“
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 的

专家
, ,

并破例晋升三级工资
 

从 : , ∗ ∗ 年到 :夕! & 年
,

阂乃本

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在微米超晶格晶

体材料的研制
,

弹性波和光波在微

米超晶格中的传播和激发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进展
 

在冯端教

授的启迪下
,

他将聚片多畴的理论

发展成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微米超

晶格的理论
,

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

声学超晶格
、

光学超晶格的新概念
,

并建立了一整套周期
、

准周期微米

超晶格的声学效应
、

光学效应和非

线性光学理论体系
 

在实验上利甩

生长条件技术成功地制备了微米超

品格材料
,

在国际上首次利用 7 8

〕件学超晶格实现了准位相匹配
,

把

激光倍频效率提高了 �# 多倍 (最近



润里寸言 卑自

编者按 )

前不久
,

本刊负责人收到张永德教授寄来的
《

音乐物理学导论
》
一书后

,

就有关音乐物理

学含义
、

提出背景
、

理论与实践意义等问题向该书作者进行讨教
 

现将张教授来信转载如下
,

期望得到广 大科技人员与读者的注意
 

水清先生 ) 您好 ;

惠函知悉
,

现就你所提的两点
,

按我个人所知所识
,

试看答复如下
,

说得不对或不准确的地方
,

请原谅
 

第一
, “
音乐物理学的含义”

 

它

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

按狭义理解
,

是

音乐本身+乐音
、

音律制定
、

旋律
、

节

奏
、

和声以及演唱
、

演奏
、

伴奏各个

方面 2和乐器中所涉及的物理学 ( 广

义理解
,

则是音乐以及一切和音乐

密切相关的事物中所蕴 含 的 物理

学
,

是和音乐密切相关的物理学
,

是

贯穿于一切音乐活动中并为之服务

的物理知识
 

除以上一些之外
,

广

义地还应包括音乐厅声学
、

音乐心

理中的物理学
、

电声保真电子学等
 

第二
, “
提出背景

、

理论和买践

意义
”  

自 �9 一 �∋ 世纪起
,

一直有

一些欧洲著名物理学家从事过音乐

的物理研究
 

记得大电磁学家 亥姆

霍兹就写过一本关于音乐心理学的

经典著作
《
论音乐的心理学基础

》
 

书中
,

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了音高
、

音响
、

音质的物理含义
,

开创了音乐

物理学的研究
 

其实
,

若要广义地

理解
,
把音乐厅的 “音乐建筑声学

”

包括在内
,

那欧洲许多著名古典音

乐厅
、

歌剧院+如所寄小书封面的维

也纳大歌剧院 2 的建造所涉及的音

乐物理学
,

则更要早得多
 

现在
,

在

欧洲
、

北美有大量的关于音乐物理
、

音乐心理方面的期刊
、

论文
、

报告和

著作
 

最近德国 5 <1 => ? 01 出版社就

出了一本
《
乐器物理学

》
 

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有“音乐物理学”

的课程
 

我觉得
,

他们的物理学是

贯穿于 日常生活中一切方面的
“
活

,

的物理学
,

不像我们的物理学一
≅

古板
、

干巴
、

高高在上
 

研究音乐物理学的意义在于
)

盆
 

为乐器制造
、

修理
、

使用人员提供

基本的物理知识和物理实验 手 段 (

&
 

为音乐厅建筑 师提供物理 理 论 (

∀
 

为 户大科技人员拓宽知识面
,

易

于理解
、

接近或欣赏音乐活动 号6
 

增

加音乐工作者对某些物理知识的了

解+如对录
、

扩音
,

音乐厅音质
,

对乐

器性能的理解等 2
 

至于我们这本

小书
,

正如前言中所说
,

仅是抛出的

小砖头
,

主要 目的 只在于介绍
、

普及

音乐物理知识
,

引起广大科技人员

的注意而已
 

以上看法不知妥否
,

请批评指

正
,

顺祝春安 ; 张永德 �9 ΑΒ  

又成功地获得了蓝光输出
,

展示了

微米超晶格材料在光电 子产业中的

应用前景
 

他还带领课题组利用微

米超晶格研制成功了超高频声学谐

振器和换能器
,

首次研究了二维光

学超晶格的激光传播
,

发展了四波

衍射动力学理论
,

提出了设计新型

四通光开关的实验方案等等
,

从而

开拓了通过控制微米级微结构来研

究新材料
、

新器件的新领域
 

在此基

础上
,

阂教授又将眼光转向更高更

新的目标
 

他提出了研制新一代光

电功能材料和器件的设想
 

当今世

界光电子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并神奇

地进人了各个领域
 

而这一技术变

革的关键将取决于新型光电子功能

材料的不断发明和大量涌现
 

为了

在我国光电子功能材料领域内建立

从基础
、

应用到开发一整套完整
、

统

一的研究体系
,

阂教授还不辞劳苦
,

应聘担任了
“
国家人工晶体联合研

究与发展中心主任
” 、 “

光电功能材

料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等职
,

为

我国的光电功能材料领域的腾飞倾

注着精力和心血
 

今天
,

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的阂乃本教授在国内外学术

界已崭露头角
,

研究论文频频见诸

于国际权威性刊物
,

学术名望与 日

俱增
,

他还经常以客座教授的身份

去世界各国讲学
、

出访和参加会议
 

然而
,
功成名就的阂教授始终搁不

下一件事 ) 培养造就优秀的后继人

才
 

他深深地感到 ) 没有一大批具

有国际先进学术水平的 年 轻 人 接

班
,

就无法使臼己的科研组始终保

持领先地位
 

因此
,

身为南京大学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付

主任和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阂教

授
,
除了认真

、

负责地协助冯端主任

领导好实验室的科研
、

开放
、

培养人

才等重要工作
,

同时还亲自担任 了

近 &# 位博土生
、

硕士生 的论文指导

工作
 

他寄希望于在不远的将来
,

能

培养出 ∀ 个
、

( 个乃至更多的具有

真才实学
,

能够胜过自己的年轻的

学术接班人
 

科学是永无止境的
,

在阂教授

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
,

还有更远更

长的路要走
,

然而阂乃本教授迈出

的每一步都是坚实的
,

并为后人 铺

下了获得光辉成就的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