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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解思深先生八十寿诞

德以思进 研以深耕
杨国桢†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90 )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国杰

出的凝聚态物理学家解思深院士迎

来八十华诞，作为学长，愿以短文

记述他的刻苦钻研和出色成就，彰

先师并促后学。

初识燕园，再会物理所

我与解先生最早的交集是在北

京大学，我年长 4岁。1965年我研

究生毕业留校，1967年来到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解先

生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钢

铁厂从事技术工作。作为研究生制

度恢复后的首批研究生，1978年他

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3年

毕业获博士学位。1984至1986年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博士后，学成

回到物理所，先后任副研究员、研

究员。我俩得以在物理所重逢，共

同工作。

大师引领，如沐春风

1978年，是科学的春天！在物

理所陆学善、李荫远、梁敬魁等师

长的教诲下，年轻的思深不负众

望， 1982 年起即在《物理学报》

《科学通报》等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

文。20世纪90年代初，他敏锐地捕

捉到纳米技术这一国际学术前沿领

域并力行探究，并于1993年在《科

学通报》发表了《新型碳纳米管的

研究》一文。彼时，国内纳米技术

的研究已初露峥嵘，突飞猛进的思

深也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

攻坚克难，硕果累累

解先生1987至1992年主要研究

高温氧化物超导体的合成、相关系

和晶体结构，在超导氧化物体系的

相关系和晶体结构测定方面有着重

要的贡献。编写《高温超导》一

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合著《高

温超导电性》一书，由上海科学出

版社出版。1991年至今，他主要从

事碳纳米管及其他一维纳米材料的

合成、结构和物理性质的研究，在

定向碳纳米管的制备、结构和物理

性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

要进展，先后在 Science、Nature发

表 3篇文章，并在Phys. Rev. Letts.，

Phys. Rev. B，Advanced Materials 等

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更值

得骄傲的是，1996 年 12

月6日出版的Science刊登

了解思深关于大面积、定

向碳纳米管列阵制备新方

法的研究文章，这是新中

国成立后由中国科学家在

物理所独立完成的第 1篇

Science 文章，国际同行

高度评价了这项工作。它

标志着物理所在定向碳纳米管的制

备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研究成

果，并入选“1996年国内十大科技

新闻”。

解先生勤于耕耘，成绩斐然。

1989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1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998 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0 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

奖、桥口隆吉基金会材料奖、国际

科学检索系统 (ISI) 1981—1998年经

典论文奖；2001年获中科院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2002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和周培源基金会物理奖。

当选院士，再履征程

因在纳米领域的卓越科学成

就，2003年解思深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翌年当选为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解先生是我国最早从事纳米科

学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在碳纳米管

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重视。

解先生在领域深耕的累累成果，归

功于他的科学素质和对新的科研动

向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唯真求实、

诚信待人的学者风范。解先生作为

中国纳米科学中心的主任首席科学

家、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纳米

材料与纳米结构”首席科学家和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纳米科学的基础

研究”首席科学家，主持我国的纳

米科学研究工作，以国家的任务需

求为驱动，以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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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导，高瞻远瞩，不懈进取。

科学精神，服务社会

解先生在所里带领着一个科研

气氛十分活跃的研究团队，指导学

生有成不必细数。工作中的他一丝

不苟，生活中的他幽默风趣。既频

繁现身国内外纳米科学与技术会

议，又不时出现在各种科普活动现

场，前沿与科普兼顾，责任与义务

相随，尤为令人敬佩。想必科学精

神与人生追求是相通的。解思深先

生为求真求实表现出来的恒心与毅

力，为笑对人生艰难险阻表现出来

的乐观与豁达，为攻克科学难题表

现出来的勇气与信心，为服务社

会、造福人类表现出来的奋斗与追

求……如此种种，皆为永恒。

亦师亦友亦榜样
——我所熟知的学界泰斗解思深先生
彭练矛†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北京 100871 )

从青丝到白发，我与解思深先

生已相识 30 余年。弹指一挥间，

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从未改

变解先生谦逊宽容的品行、脚踏实

地的作风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古

人有云，以身教者从。解先生之所

以能桃李满天下，他的魅力正在

于此。

指引者，师之功也

我和解先生相识于20世纪90年

代初，当时我刚从英国回国，加入

了郭可信先生的北京电子显微镜实

验室。当时郭先生率领的团队在准

晶冶金和晶体学方面的研究达到了

巅峰，科学仪器厂内的北京电子

显微镜实验室的电镜设备遥遥领先

国内其他研究机构。

记得有一天，我们接到了当时

中科院物理所解先生的电话，他说

他们正做碳纳米管的CVD生长，想

让我们帮着做一些相关的电镜观

察。当时我自己的研究组还没有开

始介入碳纳米管的研究，也没有任

何成员熟悉碳纳米管。一位主要在

做超导电相研究的博士后尝试了一

阵，得到的结果不太好，没敢向解

先生汇报。后来，解先生偶尔还会

拿这件事打趣我，说“练矛不好

求”。其实，那是我们第一次和碳

纳米管打交道。非常遗憾，未能赶

上解先生团队在国内掀起的碳纳米

管 CVD 研究的第一轮高潮。然

而，这却让我们从此对碳纳米管研

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期间，解

先生带领的研究团队走到了世界的

最前列，开辟了国际 CVD 生长碳

纳米管阵列的先河。其中最长碳纳

米管阵列的工作发表在Nature杂志

上，所发展的方法被同行纷纷效

仿，该文也成为了纳米研究领域的

经典文献。

与解先生在业务上真正开始有

交集是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大家

对碳纳米管的兴趣达到了顶峰，对

碳纳米管的极限尺度也非常好奇。

大概是1999年，解先生的一个学生

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

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图像显示了多

壁碳纳米管的中心处，最小的碳纳

米管直径达到了 0.4 nm，接近了理

论极限。受到这篇论文的启发，一

位学生告诉我，他在透射电镜中观

察碳纳米管时，常会看见一个从正

常碳纳米管上垂直生长出来的非常

小的纳米结构，他怀疑是一个小的

碳纳米管。后来通过电子能量损失

谱的观察，确认了这个结构是由碳

元素组成的；通过电镜中的旋转实

验，确认了这是一个旋转对称的中

空结构；最后采用高分辨像模拟的

方法确定了这是一个直径非常小的

碳纳米管，管径突破了理论极限。

我们随后通过大量的分子动力学模

拟，证明了对于非常小的碳纳米管

虽然由于应力的存在能量不是最

小，结构是亚稳的，但一旦形成，

即可在室温乃至一定高温下稳定存

在。后来这篇文章以《亚纳米碳纳

米管的稳定性》为题发表在 PRL，

与解先生的工作成果共同入选为当

年的“中国科技十大新闻”。

朋友，以义合者

解先生与我亦师亦友。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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