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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物理知识
》

创刊号映人

了我的眼帘
,

封面上空的蟹状星

云和压角的刊号时间
,

这空间和

时间婉如背底的互补和谐对称的

骑士图案
,

设计者的意寓
,

顿时深

深地吸引着我这个从事近代物理

实验教学工作的集邮爱好者
,

从

此
,

我便成为
《

现代物理知识
》
的

忠实读者
�

十几年来
,

我潜心地收集有

关原子方面的邮票 已达千 余 枚
,

结合我的专业工作
,

用邮票语言

汇集成了
《
邮票中的原子世界 ���

在这方寸的天地里
,

匠心的设计
、

完美的艺术
,

精湛的印刷
,

鲜明的

主题
,

通过
《
现代物理知识

》
绿叶

般的衬托
,

更加锦上添花
�

第一次把核裂变这一 术 语
,

默默地奉献给人类的迈 特 纳  在

康普顿的诺贝尔奖章上流有汗水

的吴有训
,

曾与钱三强
、

何泽慧结

下情长谊深的约里奥
、

居里夫妇  

晚成大器的玻恩发现和电子自旋

的泡利⋯⋯邮票上展现了他们的

容颜和仪态
�

而
《

现代物理知识
》

象涓涓细水汇集了他 们 生 命 的

长河
,

不平凡的生平
,

含有成功
、

失败
、

血泪和欢笑
,

那为人类谋福利的抱负
!

令人振奋
、

探索
、

向上
。

从房山的中国第一台迥旋加速器光荣退役
,

到北

京正负电子成功地对撞
,

从中国原子能研究所
,

到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
,

邮票上只有粗犷的轮廓
,

是
《
现代物理

知识
》

把这些介绍得更加详尽
,

使我身临其境
�

不论是在宇宙射线中发现的基本粒子
,

还是激光

雷达
,

或者是试管中核聚变反应的人造小太阳 ⋯⋯邮

票上那令人费解
、

抽象
、

含蓄的图案
,

是
《
现代物理知

识
》
送我一片轻舟去遨游这 知识的海洋

�

《
邮票中的原子世界

》

终于完稿了
,

但我还爱抚着
《
现代物理知识

》 ,

是她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

忘不了读一读
《
现代物理知

识
》 ,

使我干枯的教学内容得到她的浇灌
�

真空技术与现代物理学的发现  莱顿大学大规模

低温物理实验
,

第三代永磁材料钦铁硼  新的磁场理论

进展⋯⋯
,

当我给学生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

那一双双

求知欲望的眼睛
,

进发出智慧的灵感
�

当我手捧着教学优秀奖荣誉证书时
,
一颗不平静

的心
,

使我感激着陶冶我情操的
《
现代物理知识

》 ,

激

动的泪水模糊着我的双眼
�

《
现代物理知识

》
两度春秋与我结下不解之缘

,

她

伴随着我的工作
,

充实着我的余暇时间
,

有时象孩子一

般盼望着新的一刊
,

常常读了一遍又一遍
,

还摘成读书

卡片
�

《
现代物理知识

》
是我的良师益友

,

爱不释手之

卷
�

农扰∀#∃

�勿场将伪物勿创理如川招级�

送我一片轻舟 

!红班赤人∀
·

李基好
二

幸于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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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信箱
。

漫谈应用物理

编者按
# 本刊编辉部收到 沈 阳 东

北工学院 刘洁 同学来信
,

时工科院

校理科系中的应 用物理专 业 提 出

了一些问题
∃

为此
,

我们走访 了有

关院校
∃

现将一些看法整理如后
,

仅供广 大读者参考
∃

从本世纪的前期看
,

物理从实验学

科裂解为实验物理与理论物理
,

中期又

出现了纯粹物理与应用物理
∃

%& 年代以

来
,

呈现以实验物理
、

理论物理与计算物

理为三个支柱的物理学
∃

以 日本为实例

看
,

从 ∋& 年代中
,

物理学会中分化出一

支应用物理队伍
,

从占少数至今已变为

大户
,

应用物理学会会员超过了物理学

‘

浏阵 于( 绷备牟辱 翻‘笠

表明行业
、

学科综合发展的形势 日益明

显
,

单科独进创天下的时代已呈尾声时

期
∃

渗透
、

交叉
、

综合
、

杂化是科技现代

化
、

经济高涨所要求的
∃

应用物理从原

队伍中向经济主战场靠拢则势在 必行
∃

当然这是指工
、

农
、

医
、

林系统中科技发

展提出的前景需要而逐渐成长的
,

既不

可一窝蜂而起
,

也不可近视而忽略
∃

应有

计划地适应时间
、

地点而适度规模发展
∃

从科技产业
、

产品的推陈出新看
,

历

史上证明
,

其创新人才也不仅是工程技

术人才单家独门承担得了 的
∃

要各科人

才配合
、

组合
、

承接
,

缺一也变不成财富
∃

热学之于热机
、

电学之于电机
、

半导体之

于计算机
、

光波导之于光纤
、

集成电路
、

会会员
∃

以美国物理学硕士与博士从事的工作岗位看
,

)& 年代以前
,

物理博士生绝大多数在高校工作
,

但 %&

年代初已呈现出博士生在企业
、

公司工作的人数与高

校平分秋色
,

并有超过趋势 ∗硕士生则已近半数
∃

所以

集成光路之于 +& 年代科技莫不如是
∃

我国的应用物理专业创办历史甚短
,

社会影响甚

小
,

知名度甚低
,

用人单位对其不了解
,

是客观现实
∃

在 日本则已为广大公司
、

工厂人事部门所了解
,

所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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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参量振荡与

放大器件是一种固

体可调 谐相 干 光

源
�

它的连续调谐

范围 可 从 % & & & 孟

达到几个微米
,

而

最好的染料调谐光

源只能 达 ∋ && & 入
�

同时
,

由于它体积

小
、

结构紧凑
,

所

以有很好的实用前

景
,

多年来一直是

国际上争相研究与

开发的课题
�

中科

院物理所与物构所

在合作开 展 的 舀
(

) ∗ ) ,
&

 

+) ) , − 晶体

呼. & / / 时
,

单脉冲输出能量为 0 1 / ∃ ,

平均功率达到二

01 & / 2
,

信号波能量转换效率 03 4
,

量子转换效率高

达 %% 4
,

获得国际领先的实验结果
�

光参量振荡与放大器件由放在光学谐振腔内的非

线性光学晶体组成 +见图 −
�

频率为 “
!

的泵浦激光通

过适当安排的晶体介质
,

产生 。频 率 为 。 !

和 。
,

的

两束粗干光
, 。 !

或 。 !

必须由噪音光子放大
,

出现受激

发射才能形成
,

因而同激光器的原理一样
,

要求泵功率

达到一定的闭值才能出现
�

参量振荡与放大器件的输

出光遵循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定律
,

即应满足关系式  

司叫引“”””引“引“才、

万叭 一 的 ·
十 叭

几式
!

二 戈 十 凡

光参 量振荡效应的研究中
,

使用高功率 5开 关 6 7!

8 9 : 激光的三次谐波 +0 , ;< / − 为泵源
,

泵浦 ) )= 晶

体光参量振荡与放大器件
,

实现了从可见 到 近 红 外

的可调谐激光输出
�

当参量振荡与放大器件运 转 在

非线性晶体

。 0

目⋯
卜

�

⋯ >
� ?

—
5> 0

其中 。‘ 为光子频率
,

≅ ‘
为光子动量

�

二 ≅ 二 ≅
,

一

戈 一 凡 一 。 的条件在非线性光学中通常称为位相匹

配条件
�

位相匹配条件对有关的非线性效应有着关键

性的影响
,

如果这一条件不满足
,

输出光几乎无法观测

到
�

使用双折射晶体
,

利用其在同一方向上传播的光波

因偏振荡的不同而有大小不等的相速度
,

从而实现泵

光与参量光的相位匹配
�

利用各向异性晶体双折射与

角度的关系
,

双折射与温度的关系以及折射率的电光

变化
,

即可得到从紫外
一
可见至近红外波段调 谐 输出

�

封 四是采用波长为 0 Α %
�

1 < / 的皮秒脉冲激光
,

通过

一块 Β类匹配 ) ) = 晶体时获得的超荧光彩色光环 谱

图和采用波长为 0 Α斗
�

1 < / 的纳秒脉冲激光
,

激励 Χ 类

匹配 ) ) = 参量振荡与放大器件时
,

由转动晶体所获

得蓝
、

绿
、

黄
、

红
、

深红的参量光输出光斑
�

图 光参量振荡与放大器件原理图

不应求
�

我国则似有盈余之感
,

其实这是假象
,

除去上

述原因之外
,

还可能有经济发展尚未达到要求的阶段
,

或是现时流行的短视
、

任期目标制等所制约
,

前者要看

到人才成长有其周期长特点
,

须要超前培养
,

后者将会

随着体制不断完善而消失
�

应用物理专业的课程计划与物理专业 会有 些 区

别
,

过去物理系出来的学生有了创新装置的新思想
,

但

与加工
、

材料不搭界
,

所以很难实现  在科研中自制设

备更是困难重重
,

既有机械问题
,

又有电路问题
�

甚至

自己写篇论文
,

其中的插图都很难满足投稿要求
,

尤其

重要的是过去只看重规律
、

定律的发现
,

证实
,

至于它

们有什么应用
,

可否创造财富
,

则常常摆不到 日程表

上
�

日本某作家敢于写出
“

我们可以说不了
”

一书就是

对某些国家只重科学本身
、

轻视技术环节这一弱点的

暴光
�

物理人才与工程人才相遇
,

连共同讨论课题的

通用思想
、

语言都不具备
,

感情更是冷寞
,

这都需要一

个熏陶过程
�

工程项目中常需要新观点
、

新技术
、

新转

换规律
、

新测试手段等等
,

这些则是应 用物理比具体专

门工程学科了解的广博之处
,

如能处于一个研制组
、

开

发组
,

则比纯工程人才组合要优越
�

至于课程安排
,

则各校可根据自己所隶属的部门

的要求制定计划
,

一般说前两年半大体相同
�

仍以物理

为其本质特色
,

此后则各具风采
�

对于教材来说
,

因创

业短
,

尚未形成成套
、

前呼后应的课本
,

暂借理科已有

成熟教材
,

则是难免的暂时现象
�

至于计划是否先进
、

或合理
,

则是各单位研究的课题
,

学生当然也可以发表

自己的意见
�

共同去完善它
�

至于
“
专业对 口” , “

改行
”
问题

,

应有远视观点
�

从

广义上说
,

没有专业对 口问题
,

任何研究都有创新
,

其

中总是要杂有其它学科
、

领域
、

技术
,

否则就只有照猫

画虎
�

从社会现象上总结
,

先学物理后又转入各行业

的人成才的比例更优于单科人才
�

从社会评价 学 校

说
,

其学生能适应发展而转行是一项重要指标
,

而应用

物理从国际上看是有一定优势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