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 胡仁宇教授

胡仁宇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 ∀ #! 年 ∃ 月生于浙江江山
 

! , , 。年毕业于

上海交大物理系
, ! ∀ %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

理系
 

! ∀ % ∋年至 ! ∀ % ( 年在前苏联科学院列别

捷夫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
 

!∀ , ( 年回国后
,

被聘为二机部 & &! 厂实验部三室副主任
、

实

验部副主任
,

二机部九院二所研究员
、

副所长

兼总工程师
,

核工业部九院副院长
、

代院长
、

院长
 

!∀ ∀! 年当选为中科学数理学部委员
 

主要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核爆炸实验物理等方

面的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 。年代
,

研

制成功了测量 ! ) 一
’‘

安培微电流的电子线路
,

镭所放出的 丫 射线的剂量率
》 、 《

利用活化指

示剂确定核装置爆炸时中子能谱 与 积 分 通

量
》 、 《

九院二所惯性约束聚变实验室的筹建

概况及初步实验结果
》 、 《

激光产生的高温高

密度等离子体诊断技术
》

�与郑志坚合作�等
 

�∗ � 黄胜年教授

黄胜年 中国原子能科研 院 研究 员
 

!∀ # &年 & 月生于江苏太仓
 

! ∀ , &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物理系
 

! ∀ % &年至 ! ∀ , %年在前苏联列

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
 

! ∀ , %年至 !∀ , ∋年在

前苏联科学院热工实验室进行 实 习 研 究
 

! ∀ % ∋年后
,

先后被聘为中科院原子能所研究

员及中子物理室主任
,

中国原子能科研院核

�数理学部新磷嗡嘿

用小电离室完成了
丫
射线吸收剂量的测定 � 完成了有

机蔡  及蔡加蕙!
、

碘化钠 蛇!单晶生长及闪烁晶体的

磨制工作 �进行了光电倍增管倍增系数
、

统计起伏等性

能研究 � 研制成功了单道碘化钠 蛇! 丫 谱仪
∀

“ 年代

以来
,

共同负责筹建中子物理实验室
、

放化分析实验

室
,

完成了 # ∃∃ 千伏高压倍加器
、

%∃∃ 千伏高压快中子

发生器的研制
,

参加和组织领导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的中子微观参数及宏观参数实验条件的建设 � 参加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

建立了热核激发器物

理性能的定量鉴定方法和整套测试设备
,

为核爆后放

射性微尘的分析测量等方面研究解决了一系列深难技

术问题 � 参加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
,

组织制定

并实施了高能中子的外活化测量等工作方案
,

较好地

解决了核武器理论设计的检验间题和核爆全过程的观

察间题 � 在地下核试验测试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组织领导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  惯性约束聚变与核

爆模拟!实验室的建设
,

并在王淦昌先生等指导下组织

制定了我国惯性约束聚变核爆模拟实验室 的规 划 计

划
,
提出了第一阶段实验工作的方向与内容 �在完成我

国第一代核武器的改进
、

完善和试器化生产方面作出

了重要贡献
∀

曾两次集体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特 等

奖
、

一次集体荣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发表研究

论文数十篇
,

主要有
《
高频离子源

》 , 《
用小电离室测量

又如
, 尸& ∋ 扫描初步证实

,

精神分裂症病人脑前部都以

低速率消耗葡萄糖
,

而狂躁—
抑郁病人在狂躁期以

很高的速率消耗葡萄搪
∀

尸& ∋ 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 (

 )! 对肿瘤定位性能好
,
因探侧的是 自动准直的 狱  ∗!

能研究生理效应的动态过程 �  + !所用放射性同位素寿

命短
,
人体可不受长时间体内照射

,

且它们多数是人体

组成元素
,

能合成有生理效应的制剂被人体吸收 �  # !

在探测体积内灵敏度高
、

空间分辨率均匀
、

探测效率

高
∀

总之
, , & 丁 装置与技术受到国内外医学界

、

生理

生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

它已成当前这些方面研究与

应用的最先进的设备与方法之一
。

物理所科技委员会主任
,

核工业部研究生部主任
∀

% − −%

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
∀

主要从事实验核物理

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

在重核热中子裂变

的瞬时中子平均数的测量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

领导

建立了#“ 型硼
一
石腊中子探侧器系统 � % , . / 年秋天我

国重水反应堆启动后
,

进行并取得了在反应堆上物理

研究的第一个成果“热中子引起
’”0 及

’”0 裂变时中

平均数的相对测量 � % − 1 。年领导建立了 # , 型硼
一
重水

子中子探测系统
,
在国内首先实现热中子引起

’
”0 裂

变的瞬时中子数目分布几率的测量
,

将裂变中子数的

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领导了核武器研究所

需的第一批中子数据“重核对裂变谱中子的乎均截面
”

的测量工作
,

并参加了
’” 0 对裂变谱中子的平均全

截面的测量等课题的实验研究 � 先后完成了裂变谱中

子引起 ” ,
∋ 2

、

” ,

0
、 ’+ , 0 和 ” 3 , 4

裂变的瞬时中子平

均数及 ” ,
0 白发裂变中子数的测量 �对

’#∃ 5 4

自发裂

变的瞬时中子数目分布 5 ,
进行了测量

,

负责组织了

我国第一台大体积载锅液体闪烁体中子探 测 器 的 开

发 �负责组织在上述探测器上测量了
‘” 0 自发裂变的

瞬时中子数目分布 5 , ,

发现了宽度6 。

7 ∃
∀

−∃ 士 。
·

∃ − 的

新结果并于后来被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所的实验

所证实 �参加了
’” 0 和

’” 0 快中子裂变的瞬发中子

平均数随人射能量变化的测量
∀

在金属铀
、

杯本底中子

的侧定方面
,

建立了一套金属铀本底中子的可靠测量

方法及相应的装置
,

并实 测了金属铀部件的本底中子
。

对
忿, ,

8 9 的自发裂变关联特性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
,

建议并推动中国原子能院将进 口的一个
‘, ’

:9 中子源

制成强的裂变电镀原
,

作为自转移源的母原
,

为
二, 二8 ‘

自发裂变关联特性实验研究创造了条件
,

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
‘”:9 二分裂的碎片动能及质量分布

、 ” ,

:9

氖及长程 “ 粒子能量与裂变碎片的质量及 能 量 的 关

联
、 ” ,

:9 自发裂变中子能谱等一系列测量工作
,

有些

结果处于当时国际领先地位
∀

发表了 砂 ’∀ 0 自发裂变

中子数
》 、

砂
, ’

:9 自发裂变伴随发射的轻带电校于能

量与碎片之间的关联
》
等研究论文数十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