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随笔

辛 勤 耕 耘 六 十 余 载 赢 得 科 研 硕 果 累 累

贺口
１
？

铭汉先生九十华诞

郑志鹏

（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１ ０００４９ ）

＿

、 简历型加速器的水平 。 １ ９６２ 年 ， 在赵忠尧先生领导下 ， 叶

叶铭汉先生 １ ９２５ 年．丨铭汉在
２２

Ｎａ（ ｐ ，ａ ） 反应研究

４ 月 ２ 日 ， 出 生 于 上 海 －Ｉ 中 ， 发现
２４

Ｍｇ 的
一

个新能级 。

的
－

个循 Ｉ

、

孤 該 很可１ 觀細究工作翅

父 叶企孙先生对 叶铭
、

汉 Ｓ
Ｊ＾＿ｊＷ ｉ

｜

后 的 四清 、 文化大革命运动 巾
？

‘

的成长有极大 的影 响 ，Ｄ终 止 。 丨 ９７２
？

１ ９７４ 年 ， 他 担１
■ ■

叶企孙先生被誉 为
“

中 ， Ｊ
Ｌ－任静电加速器组长 ， 负责恢复 、

国 物 理学 教父
”

， 是我
’

ｉｊｔ：

—

／、 改进 Ｖ２ 。 １ ９７４ 年 ， 开展静 电

国近代物理 的 先驱 ， 在 １Ｉ 加速器应願究 。 １ ９７５ 年 ， ^

１ ９２ １ 年精麵量普 朗 克 立多丝正 比室组 ， 任组长 。 开 乂
＿

常数 ， 在 中 国 的 教育 和 展探测器 电子学 、 数据获取研叶企孙先生

科研方面做 出 过卓越贡， ９４０Ｊ ／Ｓｉ究 。 １ ９７７ 年 ， 成立电子学探测器室 ， 任室主任 。 丨 ９７８

献 。 中 国许多著名物理学家 ，

“

两弹
一

星
”

元勋 中的 年 ， 晋升为研究员 。

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１ ９７９ 年 ， 叶铭汉先生参加考察组到美 国访 问 。

叶铭汉先生于 １ ９４４ 年夏 ， 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土１ ９８０
？

１ ９ ８２ 年 ， 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犹他大学做访 问

木系 。 后 因 爱 国抗 日心切 ， 于 丨 ９４５ 年 １ 月 至 ８ 月 ， 学者 ， 使他有机会学习到粒子物理实验前沿 。 １ ９８ １ 年

参加 了抗 日 青年军 。 抗战胜利后继续在西南联大学习 ， ３ 月 ， 作为代表之
一

（ 中方还有朱洪元 、 谢家麟 ） ，

期间结识李政道 ， 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 持续达七十年 。 在费米实验室参加 了 由李政道发起的中美科学家研讨

１ ９４６ 年 ５ 月 ， 西南联大解散 ， 叶铭汉先生进入＿会 ， 讨 论 ５０ ＧｅＶ

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 。 １ ９４９ 年 ９ 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加速器停建后 中 国

院 。 那年刚从法国归来的钱三强先生在清华发表演讲 ， 高能加速器方案 。

这次演讲彻底引爆 了 当 时 国 内 积累 了 已久的
“

原子核 驗 李政道和潘诺夫斯

热
”

， 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 ， 叶铭汉选择了働理专业 ， 基 （ Ｐａｎｏｆｓｋｉ ） 提出

并师从钱三强先生 。 １ ９５ ０ 年 ７ 月 ， 应导师安排叶铭汉 ’游 ：立
“

建议建造
－

台 束流

调入中睡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 在王途 昌 、 Ｍ＾

＾

隨 为 ２ ， ２ Ｇ ｅＶ 的

健领导下进行云室的研制 。 １ ９５ 丨 年至 丨 ９５８ 年 ， 当时 正 负 电子对撞机的

科研条件简陋 ， 经费也很有限 ， 叶铭汉作为赵忠尧 ｃ、 方案得到 了 中睡

生的主要助手 ， 参加到 ７００ ｋｅＶ （Ｖ ｌ ） 和 ２ ． ５ ＭｅＶ （Ｖ２ ）

，
理学家 的支持 。

质子静电滅器的建造中 。 １ ９５ ８ 年任 Ｖ２ 静 电加速器 丨 ９ ８ ２ 年 ３ 月

组副组长 ， 负责 Ｖ２ 的运行和改进 。 改进后的静 电 力卩 叶铭汉先生任高能

速器多项指标得到较大提升 ， 达到 了 当时国 际上同类 西南联大物理研究所物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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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建造 ’ １ ９５ ７年底初步建成 。 丨 ９ ５ ８

年 ’ 叶先生担任静电加速器组副

组长 （赵忠尧 为组长 ） ， 负责加

議删 ！从 卿 ／ 输

Ｗｔａｉ电带 的传动结构 ， 大大提高 了运

Ｊｌ彳耐ｍ 丨侧灿 屯 ）…

■ｗＭｒｌｗｉ ｗｓ
性达到議 ， 議浦她

’

＾■＾ｍＪＨＩＩＪｅＭＭＨ？？

ＪＲｐ Ｊ时Ｕｋ Ｉ： 同 类￥的 水ｆ １ ９ ５ ９

年 ， 他还负责難子谱仪的 改进

１ ９５２ 年 ， 近代物理所合影 （ ２ 排右 ４ 为叶铭汉 ）工作 ， 提高 了稳定度 ， 为核反应

室主任 ’ 负责北京谱仪研制 。 １ ９ ８３ 年 ４ 月 ， 国务院正 实验做好了准备 。 １ ９６ １ 年 ’ 他和陈鉴璞测量了高气压

式批准 ＢＥＰＣ 计划 。 １ ９８４ 年 ２ 月 至 １ ９ ８ ８ 年 ８ 月 ， 任 下 电晕针放 电的特性 ， 这有助于电晕针放电分压法的

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 １ ９８９ 年 ， 在他参加 的
４８

Ｃａ 双 应用 。 １ ９６３ 年 ， 叶铭汉和陈鉴璞 、 夏广 昌完成了专著

Ｐ 衰变实验中 ’ 得到 了新 的衰变寿命下限 。 该数据被 《静 电加速器 》 ， 这是国 内第
一

本这方面的专业著作 。

ＰＤＧ 引用 ， 在国 内 尚属首次 。 合作者有游科 、 祝玉灿 、经过文革的动乱后 ，
１ ９７３ 年叶先生受命于 Ｖ２ 的

何祚庥 、 郑志鹏 、 庆承瑞等 。 １ ９ ８９ 年夏 ’ 北京谱仪建 恢复和改进 。 经过此次改进与大修后 ’ 加速器稳定性

成并开始运行。 １ ９８９ 年 ７ 月 至 １ ９９０ 年 ９ 月 ， 他访 问 大大提高 。 １ ９７４ 年与物理所合作 ， 在国 内首先开发了

ＫＥＫ 。 １ ９９０ 年 １ ２ 月 至 １ ９９３ 年 １ 月 ， 在 ＢＮＬ 访 问 。
低能加速器在半导体器件制造方面的应用 。 用质子轰

１ ９９４ 年 ４ 月 ， 在中 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 任学术副主 击半导体 ， 成功地制成双异质结激光二极管 ， 性能

任 。 １ ９９５ 年 ７ 月 ， 被选为 中 国工程院院士 。 １ ９９５ 年 ７ 接近 国际水平 。 此外 ， 他还进行 了 桂晶体堵塞效应

月 至 １ ９９６ 年 ７ 月 ， 访 问 ＤＥＳＹ 。 １ ９％ 年至今 ， 在 中 等研究 。

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任学术主任 。作为赵忠尧的主要助手 ， 叶先生参与 、 负责了我

二 、 科学贡献国两台静电加速器的建造 、 运行以及核反应实验 。 他

１ ．Ｖ Ｉ ＜Ｖ ２ 静电加速器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 ， 最后取得了成功 。

１ ９４６ 年 ， 赵忠尧受中央研究院委托 ， 在美国购买叶先生在这
一

领域坚持工作二十余年 ， 取得了建

２ ． ５ＭｅＶ 静电加速器的器材 。 １ ９５０ 年底 ， 赵先生几经 设加速器和探测器的丰富经验 ， 为我国核物理的发展

周折终于回到祖国 ， 即在近代物理所成立静 电加速器 做 出 了贡献 ， 也为 以后 的高能物理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

组 。 不久 ， 叶铭汉调入该组 ， 开始了静 电加速器的科 基础 。

学研究 ， 历时 ２０ 余年 。２ ． 高能物理探测器前期工作

Ｖ Ｉ 是
一

台 ７００ｋｅＶ 质子静 电加速器 。 叶先生负多 丝室 、 漂移室的建造 （ １ ９７５
？

１ ９８０ ）

责离子源和加速器后期总装 。 当时条件很差 ， 国外封１ ９７５ 年 ， 叶先生开始转向高能物理实验研究 。 经

锁 、 器材奇缺 ， 大家本着 自 力更生精神 ， 克服重重困 过仔细调研 ， 他认为计数器如多丝室 、 漂移室等 已逐

难 ， 终于在 １ ９ ５３ 年底初步建成 。 １ ９５４ 年从城区搬迁 渐取代泡室 、 流光室成为高能物理探测器的主流 。 于

到 中关村 ， １ ９５ ５ 年开始稳定运行 。 １ ９５６ 年 ， 何泽慧 、 是萧健和他
一

起建议 ， 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专 门研究多

陆祖荫在其上测量
７

Ｌ ｉ（ ｐ ，ａ ） 的 ａ 粒子角分布 ， 成 丝室 、 漂移室 ， 研究室同意并任命叶铭汉为组长 。

为我国第
一

个加速器核反应实验 。他们很快就建成 了 多丝室 ， 并利用 自 己研制 的

Ｖ２ 为 ２ ． ５ＭｅＶ 质子静电加速器 ， 从 １ ９ ５４ 年开始ＣＡＭＡＣ 插件和数据获取系统 ， 在国 内首次实现了在

现代物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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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高能物理事业 。 他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调动全

所力量 ’＆力 以赴投入 ＢＥＰＣＶＢＥＳ 的建造 。

在此期间 ， 他仍然继续负责 ＢＥＳ 的建造 。

在北京谱仪设计过程中 ， 参考了 当时在该能区中

Ｉ
Ｉ＆Ｓ最先进的探测器 ＭＡＲＫＩ Ｉ Ｉ 。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 ，

」ＪＨ■是在经费受限制的情况下 ’ 尽量做到有所创新或有

％Ｍｉ“

避 ―

Ｉ如 ， 扩大了桶部接收立体角 ， 增加 了端盖翻器 ；

馳加速器 Ｖ Ｉ静电加速器 Ｖ２

簇射计数器有更高的轴 向 角分辨率 ； ｇ 子探测器增至

｜三层 ， 可测到更低动量 的 ｎ 子 ； 拥有 ＭＡＫＩＩ Ｉ 没有 的

Ｉ中性触发 ， 从而记录到中性粒子 。 在设计中 曾考虑到

Ｉ 、

使用 晶体探测器提高簇射计数器的能量分辨率但因经

｜

、

费原晒放弃 。

在北京谱仪的加工过程中 ， 叶先生和 同事们遇到

Ｉ了许多賺 。 肝谱傾餅好探麗 ， 如主漂移

室 、 簇射计数器和磁铁 、 线圈组成的大型探测装置 ，

１ ９９ ３ 年 ，
＂

ＩＵ乂和赵忠 龙先生 ，

＇

「 ，

：要求精度高 ， 材料复杂 ， 技术难度大 ， 对当时中 国 的

线数据获取 。 以后又成功地建造 了我国第
一

个大面积 加工水平是
一

个很大的挑战 。

漂移室 。叶先生和 同事们调査 了全国许多工厂 ， 才最终确

北京谱仪的预制研究 （ １ ９８２
？

１ ９８４ ）定 了 生产厂家 。 这些工厂大部分不在北京 ， 有的在交

１ ９ ８２年 ， 叶先生任高能物理研究所物理
一

室主任 ，
通不便的三线地区 ， 为 了保证加工质量 ， 必须有人驻

负责北京谱仪 （ ＢＥＳ ） 的预制研究 。 他组建了漂移室 、 厂监督 。 驻厂人员常年累月在艰苦环境下 ， 远离家人 ，

飞行时间计数器 、 簇射计数器 、
＾ 子计数器 、 在线 、 为谱仪的顺利加工做出 了奉献 。

离线分析 、 机械 、 电子学等小组 。 他知人善任 ， 任命在所里工作的研究 、 工程人员也是夜以继 日地工

了各级负责人 ， 开始了各子探测器的模型建造 。作 ， 很少有休假 日 。 当时每人每月只有十五元的奖金 ，

１ ９８２ 年底 ， 完成 了ＢＥＳ 的初步设计 。 １ ９８４ 年 ，
但大家毫无怨言 ， 只希望按时完成室里安排的任务 ，

各子探测器模型建造成功 ， 为 ＢＥＳ 的顺利建成创造了早 日建好谱仪 ， 实现他们多年的梦想 。

条件 。在叶先生的带领下 ， 北京谱仪人就是 以这样的精

３ ．ｆｆｉＰＣ ／ ＢＥＳ 的建造神 ， 顺利地完成 了部件加工 ， 紧接着又投入到安装 、

１ ９８３ 年 ４ 月 ， 国家批准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 调试的工作中 。

程 ， 并列为 国家重点工程 。 １ ９８４ 年 １ ０ 月 ７ 日 ， 邓小当时 ＢＥＰＣ（ １ ９８４ 年 ） 工程的组织情况如下 ：

平和 国家领导人为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工程领导小组 ： 成员有谷羽 （组长 ，
１ ９８６ 年后为

基 。周光召 ） 、 林宗棠 、 张寿 、 张百发 ， 他们协调工程进展 ，

１ ９８４ 年 ２ 月 ， 叶铭汉被任命为高能所所长 ， 这是 起到 了重要作用 。

继张文裕之后 的第二任所长 。 作为高能所 １ ９７３ 年成所长 ： 叶铭汉

立后首任所长的张文裕 ， 为 中 国高能物理起步做出 了常务副所长 ： 张厚英

巨大贡献 ， 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 而叶铭汉的使命则是副所长 ： 谢家麟 、 陈东 （后增加方守贤 ）

如何传承下来 ， 建设好中 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 ， 发展工程经理 ： 谢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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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副经理 ： 方守贤 （后增加陈森玉 ）－
＂

１
？

在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 所 、 工程领导班子团．

＾＾、

结
－致 ， 密切配合 ， 带领全所工作人员努力拼搏 、 艰

苦奋斗 ， 终于在 １ ９８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６ 日 实现 ＢＥＰＣ 正 负豸
电子对撞 ， 在谱仪亮度监测器上观察到对撞信号 ， ａ

‘

布对撞成功 。

１ ９８８ 年 １ ０ 月 ， ＢＥＳ 基本建成并观察到宇宙线事

例 。 １ ０ 月 ２４ 日 ， 邓小平和 国家领导人再次来到高能

所视察ＢＥＰＣ和ＢＥＳ 。
“

^

１ ９８９ 年 春 ， ＢＥＳ 安 装 到 ＢＥＰＣ 对 撞 点 。 ６ 月 ，

ＢＥＳ 观察到鄉 事例 ’ 并开始物理取数 。 ‘

ｌｉ

ｊ
Ｆ
^

１ ９８９ 年 ７ 月 ， ＢＥＰＣ／ＢＥＳ 通过国家鉴定 。 鉴定指

出 ，

“

北京正负 电子对揸机是 目前世界上 ｊ／屮 能区峰ＡｍＭＭＳ

值亮度最細束流驗最秘濃 。 北就他計^
该能区性能最好的探测器 。 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和北

京谱仪总侧试删、 體騎 ， 糾雜軸錢■
键部件可靠 ， 说明设计 、 制造 、 安装和调试都是成功的 ，

ｖ

北京谱仪
一

是在有效指挥 、 精心设计制造 、 严格把关 、 细心操作 造高能加速器没有信心 ， 怀疑我国是否有条件进行 。

和刻苦奋战下完成的 。

”

鉴定结果是对工程组织领导 四年多来 ， 通过大量实践 ， 通过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

者的客观评价 。和北京谱仪的建造以及全所其他科技工作和各方面的

ＢＥＳ 运行 了两万多小时 ， 取得了许多国际
一

流水 进展 ， 大家 已深信不疑 ， 中 国科技人员 、 工人和管理

平的物理成果 ， 充分体现了ＢＥＳ 的先进性和优势 ， 说 人员 是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 。 我们所的工作为

明 了ＢＥＳ 的设计是合理的 、 有前瞻性的 。 作为主要设 国争了光 ！
”

计者的叶先生功不可没 。 ＢＥＳ 建造、 运行及数据获取 、现今 ，
ＢＥＳ 合作组 已发展成包括中 国 、 美国 、 英

物理分析的经验对 以后 ＢＥＳＩＩ 及 ＢＥＳＩＩＩ都有重要的 国 、 德国 、 俄罗斯 、 日 本 、 韩 国等国有四百多位物理

借鉴意义 。 在其上培养了
一

批人材成为我国高能实验 学家参加的 国际合作组 。 其国 际影响越来越大 ， 在该

物理的骨千 。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１ ９８ 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叶先生在任期届满做述职报从 １ ９９０ 年以来 ， 在 ｔ 、 粲领域 内取得 了许多 国际

告时说：

“

回顾在 １ ９８０ 年和 １ ９８ １ 年 ， 八七工程刚下马 ， 承认 的物理成果 。 ＢＥＳ／ＢＥＰＣ 已成为 国 际上该领域的

所里不少人对于高能物理所的前途没有信心 ， 对于建 重要实验基地 。

＾称 Ｉ塵盡議
叶铭汉和李政道 ， １ ９８３ 年叶铭汉和钱三强 、 张厚英叶铭汉和王淦昌 、 丁大钊 、 严武光 ， 在 ＢＥ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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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ｊ



科学随笔

４ ． 任所长期 间对其他学科的推动ｔｈｅＢＥＳＩＩＩＰｒｏ
ｊ
ｅｃｔ

”

会议上 ， 叶先生作为 中方委员 强

大力支持谢家麟领导 的 自 由 电子激光 的起步工 烈推荐 Ｃｓ ｌ 晶体量能器和超导磁铁方案 。 最终 ＢＥＳ Ｉ Ｉ Ｉ

作 ， 为亚洲第
一

台 自 由 电子激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采纳 了这
一

方案 ， 为今后在其上获得更好的物理成果

抓紧计算中心建设 ， 包括计算机机型的选择 、 确 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

定釆购时机等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 保证 了北他还十分关心 ＢＥＰＣＩＩ ／ＢＥＳ Ｉ Ｉ Ｉ 的建造 ， 提 出许

京谱仪数据获取和物理分析的顺利进行 。多有益的建议 ， 并为在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倍感欣慰 。

亲临指导所里的 网络建设 。 １ ９８４ 年 ， 在 肖健和叶三、 总结

铭汉的大力支持下 ， 高能所与水科院建立 了远程终端１ ９４９ 年新中 国成立 ， 叶先生刚好从清华大学毕业 。

联接 。 １ ９８６ 年斯坦博格 （Ｗ．Ｓｔｅ 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 建议在 中 国 不久就来到 中科院 ， 从事科学研究至今 已有 ６５ 年 。

建设网络系统 ， 实现在中 国本土进行 ＡＬＥＰＨ 数据分 半个多世纪以来 ， 他勤勤恳恳 、 兢兢业业 ，

一

心扑在

析 。 在叶先生的大力支持下 ， 高能所与 ＣＥＲＮ 成立了他所热爱的科学事业上 。 面对建国初期十分 困难的条

联合工作组 。 １ ９ ８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高能所吴为 民远程 件 ， 他和他的 同事们毫不气馁 ， 克服 了
一

个又
一

个困

登陆到 ＣＥＲＮ ， 发出 了 中 国第
一

封电子邮件 。 该事实 难 ， 终于建成了我国第
一

台和第二台加速器——静电

已被中 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所承认 。 这些工作都为 １ ９９４加速器 ， 并在其上开展 了核反应实验和应用研究 。

年高能所在中 国第
一

个实现互联网联接奠定了基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他又领导 了我国第
一

个高能基

积极支持宇宙线研究室的工作 ， 如高空气球 、 羊 地的建造 ， 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 在不断学习和实践的

八井及宇宙线实验大楼的建设 ， 为今后 的发展创造了过程中 ， 他取得 了
一

次又
一

次的成功 。 他是我国 自制

条件 。的最早两台静电加速器的主要参与者 ， 是我国首个高

５ ． 人才培养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创建者之
一

， 成功设计和领导建造

叶先生十分关注科技人员 的培养 ， 根据他们的专了我国第
一

台大型磁谱仪 ， 为我国 的加速器 、 低能核

长安排任务 ， 及时检查工作进展 ， 有 问题就给予具体 反应实验 、 粒子探测技术和高能物理实验做出 了 巨大

指导和帮助 ， 在言传身教中培养他们 。贡献 ， 成为这些领域的幵拓者 。

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 ， 他还亲 自带研究生 ，在祝贺 叶先生 ９０ 岁 生 日 的今天 ， 我们共同 回忆

指导博士后 。 他培养硕士生 ５ 人 ， 博士生 １ ７ 人 ， 博 这段历程是为 了 铭记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 巨大贡

士后 ２７ 人 。 这些人大多成为高能物理 、 核物理的骨干 。 献 ， 同时也是为 了激励年轻学者 ， 希望他们学习 叶先

６ ． 关心 中 国 高 能物理事业的持续发展生为科学献身 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

叶先生对 ＢＥＰＣ／ＢＥＳ 的发展寄予厚望 ， 并提出 了多年来 ， 我和许多在叶先生手下工作过的同事 ，

许多有益的建议 ， 他认为 ： ＢＥＰＣ／ＢＥＳ 是几代人努力 都得到过他的热情指导和关怀 ，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向

建设起来的 ， 成果来之不易 ， 应保持 、 发展这
“
一

席 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对生 日 的祝贺 。

之地
”

；
Ｂ ＥＰＣ 应 有足够 高 的 亮度 ， ＢＥＳ 探测 器 应Ｉ

－

存 很 好 的 能 才 能够 激 烈 的 中立于不败＾＾＾１
＇

—＿ ．■ 丨 ■一

之地 。

为此 ， 他始终 支持 ｒ ｃ 工 厂 的预 制仙 究 ． 探索 未

来发励最佳方案 。 于 ２００ １ 年 ５ 月 联合方守贤 、 谢家

麟 、 陈佳再 、 何作庥上书路 甬样院长 ， 阐述 ＢＥＰＣＩ Ｉ僅ｙ 、邏
建造中双环方案是必要的 、 可行的 ， 为 ｂｅｐｃ 改进方

案的最终臓删；雌 了贡献 。ｉｆＩＩＨｋｍ

在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召开的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叶铭汉和夫人殷蔚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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