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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月 16—19日，第二十

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在山西

临汾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物理学

会半导体物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山

西师范大学承办，参加人员包括全

国80多家单位的350多名专家学者。

这次会议共 4 个大会报告：复

旦大学龚新高教授的《多元半导体

光伏材料中关键物理问题的理论研

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申德振研究员的《氮掺杂 p

型氧化锌的复合受主机理》、北京大

学俞大鹏教授的《半导体ZnO纳米

线中激子的发光动力学性质》，以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杜江峰教授的

《固态自旋的精确量子调控》。北京

大学徐洪起教授做了关于2016年将

在北京召开第33届国际半导体物理

大会准备情况的特别报告。会议还

有约50个邀请报告、70个口头报告

和90个张贴报告，最后评出了10名

“最佳张贴报告奖”。

会上颁发了 2014—2015 年度

“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科学研

究奖”，获奖者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谭平恒研究员和清华大学王

亚愚教授，他们分别做了获奖报

告。谭平恒报告的题目是《二维材

料的晶格动力学研究》，王亚愚报告

的题目是《磁性掺杂拓扑绝缘体的

量子输运性质研究》。

“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两

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二十

届。它是我国定期举办的全国专业

性学术会议中举办次数最多、持续

时间最久的会议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1955年

间，王守武、黄昆、汤定元、洪朝

生、高鼎三、成众志等专家，相继

从美英回国，开创了中国半导体科

学的征程。

1956年1月30日到2月4日，以

半导体科学为主题的“半导体物理

讨论会”，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

究所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引起

大家对半导体的重视，以便推动国

内的半导体事业。因此会议的内容

着重于介绍半导体在各方面的应用

及其物理原理。同时在会议期间也

交换了有关今后半导体科学技术工

作者的培养与半导体的制造的组织

机构等意见”[1]。

洪朝生做了对半导体的一般性

介绍的报告，然后是 9个学术及综

述性报告——半导体整流器(王守

武)、锗整流器的制造问题 (高鼎

三)、晶体放大器 (黄昆)、半导体

放大器的应用(成众志)、半导体光

电 效 应 ( 汤 定

元)、固体发光

(许少鸿)、场致发

光 (徐叙瑢)、半

导体材料以及金

属间化合物 (周

光地) 等具体科

学问题。这次会

议的科学报告由

中国物理学会汇

编成《半导体会

议文集》(图1)[1]，

系统而通俗地介绍了半导体科技

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各个领域的重

要应用价值，该书由科学出版社

于 1957 年出版，中国物理学会会

长周培源撰写了《序言》。

“半导体物理讨论会”由中国物

理学会主办，产业部门代表和无线

电、电子学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也积

极参加了本次会议。这是中国半导

体科学界的一次盛会，拓展了国内

半导体事业，对我国半导体科学技

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

促使半导体科学技术列入我国《十

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成为五十

七项任务之一。

1956年8月至1958年10月，我

国创办了第一个五校联合半导体专

业，开始自主培养半导体科技人才[2]。

1962年11月，北京举行了全国第二

次半导体学术会议[3]。1978年 8月，

中国物理学会1978年年会在江西庐

山召开，年会期间举行了固体物理

学会议，分为 5 个小组进行交流，

第一小组就是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

* 本文执笔人为姬扬和王开友。

图1 《半导体会议文集》封面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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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村洸(Kamimura)教授1998年访问北京大学重离子

物理研究所留影(左起：甘子钊、巩玲华、张英侠、上村

洸、虞丽生)(虞丽生 提供)

图3 谢希德(左图)与黄昆(右图)在第七届全国半导体物理会议上做学术报告(陈辰

嘉 提供)

图4 第七届全国半导体物理会议代表合影(陈辰嘉 提供)

理 [4]。这些会议为全国半导体物理

学术会议的前身，但需要指出的是，

召开之时，并没有明确地说过哪次会

议就是“第一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

会议”。

“文革”结束以后，全国各行各

业包括科教文卫都百废待兴。黄昆

先生 1)倡导召开全国半导体物理学

术会议，意在促进国内半导体物理

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并通过高水

平的学术报告来把握国际重大前沿

领域的发展动向，引导国内研究工

作的开展，从而提升

国内半导体物理及相

关学科的研究水平。

第二届会议 1979

年11月在安徽合肥召

开，黄昆先生主持开

幕式，安徽省第一书

记万里、省委书记顾

卓新出席大会，安徽

省科委、科协的领导

也应邀到会。参会人

员包括全国74家单位

的 135 名代表，美籍

华裔学者任之恭和范

绪筠也参加了本次会

议并做学术报告。会议共交流了 93

篇文章(19 篇大会报告、61 篇分会

报告和13篇书面交流)[5]。

第三届会议1981年12月在江苏

无锡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和中国物理学会共同组织，

复旦大学承办。66家单位的 133名

代表出席，包括黄昆、谢希德、汤

定元、吴汝麟等半导体界著名学

者。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 180 余

篇，并且第一次出现了国内研究生

的工作[6，7]。

第四届会议1983年11月在江苏

南京举办，承办单位是南京大学和

1425所。共 66家单位 189名代表参

会。李志坚教授致大会开幕词，黄

昆教授和谢希德教授分别做了题为

《聚乙炔半导体》和《半导体物理的

某些进展》的特邀报告[8]。

第五届会议1985年12月在福建

厦门召开，由厦门大学承办。200

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提交了

近 400篇论文，无论是代表人数还

是论文数量都远超前几届会议[9]。

第六届会议1987年12月在广东

广州举行，由中山大学承办。来自

全国 68家单位的代表 320人参加了

会议，还有24人列席了会议，安排

了 6 个分会场，提交学术报告 298

篇。大会由谢希德教授致开幕词，

黄昆教授做了题为《超晶格与量子

阱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10]。除了

历届会议传统的专题外，这次专门

把“低维电子系统及超晶格”单独

列为一组。从那以后，低维电子系

统的研究一直蓬勃发展，直到今天

仍然是研究热点，从超晶格到多层

膜、界面物理再到二维晶体。在本

次会议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比例

显著提高。会议还设立了“青年研

究生优秀论文报告”，以无记名投

1) 黄昆(1919—2005)，著名物理学家，2001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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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李爱扶先生在“黄昆先生纪念会”上接受献花(虞丽

生 提供)

图5 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半导体物理专业委员会合影(徐

耕 提供)。后排：冯先意、徐耕、游志朴、刘式镛、周均

铭、雷啸霖、封松林，前排：潘士宏、郑有炓、陈光华、

郑厚植、秦国刚、黄美纯、范希武、陈良尧(注：王迅、顾

秉林、沈学础、徐亚伯、陈贵灿和方容川没有出席)

票的方式选出了 6 篇优秀论文 [11]。

在此期间还讨论了向国际纯粹和

应用物理协会半导体物理专业委

员会申请在中国举办国际半导体

物理大会的决定，并建议由黄昆

教授和谢希德教授为首组织筹

备。申请工作得到了时任国际半

导体物理专业委员会主席上村洸

(Kamimura)教授的积极建议和大力

推动(图 2)。1988 年，谢希德教授

在波兰举行的国际半导体物理大

会上提出申请并获得通过，1992

年，第 21 届国际半导体物理大会

在北京成功举行[12]。

第七届会议 1989 年 10 月在上

海举行，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等单位承办，共收到论文 232篇

(图 3、图 4)。会议专辑收录了两篇

大会报告及 24 篇邀请报告的全文

或详细摘要，以及 124篇分组报告

的简短摘要[13]。

第八届会议 1991 年 11 月在北

京举行，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

合承办，全国 51家单位 209名代表

参会，共收到论文235篇，包括6篇

大会报告和19篇邀请报告[14]。

第九届会议1993年11月在陕西

西安举行，承办单位为西安交通大

学。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

37家单位约150位代表(包括近70名

研究生)，以及西安地区高等学校和

研究所的学者和研究生[15]。

前九届会议均由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组织、各承办

单位承办。1995年，中国物理学会

半导体物理专业委员会成立，此后

的会议都由半导体物理专业委员会

负责组织(图5)。

第十届会议1995年在湖北武汉

举行，武汉大学承办；第十一届会

议 1997 年在北京

举行，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承

办；第十二届会议

1999 年在上海举

行，复旦大学承

办；第十三届会议

2001 年 10 月在江

苏苏州举行，苏州

大学承办；第十四

届会议 2003 年 12

月在香港举行，香

港科技大学承办；

第 十 五 届 会 议

2005 年在四川成

都举行，四川大学

承办；第十六届会

议2007年9月在甘

肃兰州举行，兰州

大学承办。

2009 年 8 月，

第十七届会议在吉

林长春举行，承办

单位是集成光电子

学国家重点联合实

验室、吉林大学电

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因为这一年恰

逢黄昆先生诞辰

90周年，会议特别组织了“黄昆先

生纪念会”，黄先生的很多同事和学

生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大家回忆了

与黄昆先生在一起的难忘经历，其

遗孀李爱扶先生应邀出席了纪念会

(图6)。本次会议上，还首次颁发了

“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科学研

究奖”2)，获奖人是清华大学姜开利

教授。

2011年 8月，第十八届会议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承办单位为

内蒙古大学。来自全国90家单位的

3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杜江峰教授和复旦大学

陈张海教授获得了“黄昆物理

奖”。自本次会议开始，设立了

“最佳张贴报告奖”，共评出 10 项

张贴报告奖。

2013年 7月，第十九届会议在

山东威海举行，山东大学物理学院

(济南)和山东大学(威海)空间科学与

物理学院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研究生共

325人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学院半

2) 简称“黄昆物理奖”。于2005年设立，2009年首次颁奖，每2年评选一次，每次不超过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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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所常凯教授和香港中文

大学刘仁保教授获得了“黄

昆物理奖”。会议共评出 10

项“最佳张贴报告奖”，还

讨论了向国际纯粹和应用物

理协会半导体物理专业委员

会申请再次在中国举办国际

半导体物理大会的决定，并

于当年申办成功，第 33届国

际半导体物理大会将于 2016

年 8月在北京举行[16]。

2015年7月，第二十届会

议在山西临汾召开，由山西师

范大学承办[17]。

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已经

成功举办了20届，第二十一届会议

将于 2017 年 7 月在江苏南京召开，

承办单位为南京大学。我们衷心祝

愿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越办越

好。与此同时，期望半导体研究领

域同仁共同努力，借国家重视半导

体科学技术、大力增加科研投入的

时代机遇，在半导体物理国际发展

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国民经济建

设及国防安全等方面，不断提高国

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把中国打造成

世界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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