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诺夫斯基教授荣获中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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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举行隆

重颁奖仪式
,

将国家科技合作奖奖牌正式授予播诺

夫斯基教授
∋

众所周知
,

潘诺夫斯基 �(
∋

) ∗ + ,− ./0 12 #教

授系高能物理学家
,

无论作为一名科学家
,

还是任所

长领导一职
,

在其职业生涯中
,

都充分显示出他不

仅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

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加

速器建造专家
。

在他担任所长期间
,

斯坦福直线加

速器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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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3: 5; #成功地建造了 3><58, ><> 和

&�刀对撞机
,

并取得了许多有趣的重要物理成果
,

包

括 ! 个诺贝尔物理奖
?

发现质子并不是一个点粒子而

有内部构造
,

发现 ≅Α 少粒子和陶轻子
,

从而使 0: 5;

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技术

研究中心之一
播诺夫斯基教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

感情
,

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

展
∋

当中国政府 �∀ Β 年决定停建 & ΧΔ Ε 质子同步

加速器后
,

他积极参与了帮助中国选定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 �Φ< >; #这一切实可行 的方案
。

此方案确

定后
,

作为所长
,

他亲 自安排 3 :5; 接待了 中方 由

�Γ 人组成的 Φ<>;初步设计考察团
。

当时 3 :5 ; 也

正忙于建造 自己的 3:; 工程
,

但他不遗余力
,

采取

积极有效措施
,

使中方考察团圆满完成任务
。

由于中方 Φ<>;工程是在改进 3:5 ; 的 3><5 8

方案基础上设计的
,

所以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计划 中

的主要项 目都集中在 3:5 ;
。

为了确保 Φ < >; 建造

成功
,

潘诺夫斯基教授选派最出色的专家来华工作
,

帮助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

他还尽其所能
,

帮助解决

中方在美国采购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

Φ < >; 在未超

预算按期完工后
,

潘诺夫斯基教授在重要 国际场合
,

盛赞这一成就
,

使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赢来更多的

国际合作者
。

潘诺夫斯基教授 �∀ Β% 年退休后
,

先后任 Φ < >;

领导小组和 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顾问
∋

每次来访期

间
,

他都深人调查研究
,

认真听取汇报
,

根据他多年

积累起来的丰富管理经验
,

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意

见和建议
,

丰富了中方管理大型国家实验室的经验
,

提高了管理水平
。

为能在 Φ <>; 上做出重要物理工

作
,

他积极鼓励和支持美国十几所大学的科学家们

与中国科学家共同开展物理实验
,

取得了诸如陶质

量精确测量等重要物理成果
,

在国际高能物理界产

生了重大影响
,

新测定的陶质量成为 国际上引用的

新标准
。

他还对中国高能物理的未来发展计划十分

关心
,

表示将竭尽全力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改

造工程的思想 �Φ <> ; ΗΗ#
。

潘诺夫斯基教授对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
,

为促进和加强中美两 国科学家之 间的友好合作关

系
,

做出了重要贡献
。

借此机会
,

再次向他表示衷心

感谢
。

我深信
,

潘诺夫斯基教授将会以各种可能方

式
,

继续支持我 国的高能物理事业
。

祝潘诺夫斯基

教授健康长寿 Ι

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牵头的

据《科技日报》报道
?

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牵头

的
“

数据网路
”

建设项 目正式启动
,

预计 ∃   & 年建成

并投人使用
。

其设计思想是将目前分散闲置的计算

机集中起来
,

建立一个高速信息传输网络
,

为大型科

学计算如粒子物理学计算
、

基因测序数据分析及存
�!卷%期 �总ϑ Γ期#

“

数据网路
”

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储
、

天文学及地球观测卫星结果或其他复杂的数字

仿真模型计算等服务
。

该系统建成后
,

将首先用于

欧洲核子研究 中心的下一代加速器

—
大型强子对

撞机的数据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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