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科技领域 又 一 重 大 成就

我国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建成出束

求 是

� �   年 �! 月 �! 日 ,

我国最大的重离子加速

器在兰州建成
,

并引出碳离子束
∀

这是继北京 正

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后
,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中

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

重离子物理是最近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一个重

要研究领域
,

是用高速重离子轰击原子核
、

原子
、

分子
、

各种固态物质乃至生物细胞
,

从而研究它们

的内部结构和变革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科学
∀

由于

重离子质量大
,

核内电荷多
,

加速后的动能比轻粒

子高得多
,

用它来轰击原子核
,

可以
“
开拓”出许多

新的研究领域
∀

重离子物理现已成为原子核物理

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领域
∀

重离子加速器是开展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和

核技术应用的基本装置
∀

六十年代以来
,

各国纷

纷建造新型重离子加速器或改造老加速器
∀

目前

世界上已有 仁百合各种类型的低 能 重离 子加 速

器
∀

七十年代开始
,

许多国家都向中能区#∃ % &
∋ (

一 � ) ) & ∗ ( +核子 ,及相对论能区#几百 & ∗ (一几个
− ∗ ( +核子 ,发展

,

并力图加速全离子#即 自然界所

有的稳定同位素,
∀

美国
、

苏联
、

西德
、

日本
,

都 已建

成或正在建造相对论重离子加速器
,

期望将 原子

核物 理和高能物理两个学科结合起来开 展研 究
,

以更有力地探索物质世界的奥秘
∀

七十年代初
,

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

所开展了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以后

又提出了建造大型重离子加速器的设想
∀

经过方

案论证和初步物理设计
,

于 � � . / 年 �� 月列为国

家重点科研建设项 目
,

动工兴建
∀

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是一台低
、

中能区的重离

子加速器
∀

整个系统由注入器
、

主加速器
、

实验区

和前后束流输运线组成
∀

主加速器是一台直径为

.
∀

! 米的分离扇迥旋加速器
∀

注入器是一台直径

为 �
∀

. 米的扇聚焦迥旋加速器
,

由一台 �
∀

0 米经

典迥旋加速器改装而成
∀

在注人器和主加速器之

间有全长约 /0 米的束流输运线
,

在主加速器与各

实验终端之间有总长约 � �) 米的束流分配线
∀

注

人器也可单独运转提供束流
∀

加速器采用两种离子源
∀

用 12 − 源时
,

可加

速元素周期表中 3 一4 。
的各种离子

,

能量分别为

�刀)一0 & ∗ ( +核子 5 用 6 7 8 源时
,

加速离子可

扩展到碳到担以前的所有离子
,

能量分别为� !) 一

9 & ∗ ( +核子
∀

这是我国能量最高
、

加速离子种类最

多
、

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
∀

国外也只有法国

和 日本建成了这样的加速器
∀

实验区计划建立 �/ 条束线
,

设 �� 个靶位
∀

第一阶段建造  个实验终端
,

它们是 ∋ 在线同位

素分离器
,

大面积位置灵敏电离室
,

带飞行时间测

量的重离子望远镜
,

在束 丫 测量装置
,

!
∀

0一 : 米

直径球形通用靶室
,

放射性同位素制靶室
,

氦喷咀

传输快分离装置
,

重离子辐射装置等
∀

这台重离子加速器可提供多学科应用
∀

利用

它可以加速多种重离子
,

进一步揭示原子核的结

构及其运动规律
,

开展重离子物理及核化学基础

研究
∀

也可 以利 用它合成多种新的同位素
,

以适

应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要
∀

它所提供的不同种类
、

不同能量的离子束可用于固体物理
、

材料科学
、

生

物医学
、

辐射损伤等多个领域
∀

如用离子注人及

辐照可研究材料改性
、

研制新材料的探索等
∀

由

于重离子具有有限射程及很高的 线性 能 量 传 递

值
,

并在射程末端释放大量能量
,

利用它提供的重

离子束
,

可以开展剂量学
、

辐射生物学及生物辐射

效应研究等
∀

计

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是第一台由我 国 自行设

自行制造的大型重离子研究装置
,
在建造过程

中得到 舀家及全国 � )) 多个单位的支持 和 帮助
∀

它的建成将为我国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提供重要的实验手段
,

标志着我国的迥旋加速

器技术 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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