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发展的阶段�并有许多重要的课题急待去做�如单
电子晶体管和 CMOS 器件的集成�单电子晶体管和
激光器调制器的集成等等．不过需强调的是�首先制

备出稳定可靠的单电子晶体管是进行集成单电子晶

体管研究的前提条件．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王太宏）

“跨世纪物理学前沿问题高级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召开

　　为配合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工程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实施创新工程试

点工作�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由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吴岳良研究

员发起�并联合全国15个有影响的大学和研究单位
主办的“跨世纪物理学前沿问题高级研讨会”于
1999年10月8日—11日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
究所召开．

在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副委员会长、中国科
协主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院士�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许智宏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科技部基
础司副司长邵立勤以及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副所长朱重远研究员作了重要讲话．
周光召在讲话中指出：在世纪这交举办跨世纪

物理学前沿问题高级研讨会非常好．人们希望下世
纪在中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想�这不仅仅是物
理学者的愿望�也是全国广大群众对我们的期望．目
前�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正在大幅度增加�大家的
生活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
中国人要获得诺贝尔奖到底缺少什么？周光召分析
了为什么本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发现之一（量子力
学）能在20年代的德国土地上发生．他指出了当时
德国物理的三大特点：首先是非常重视实验和实验
数据的分析�理论和实验密切结合；第二个特点就是
德国有很强的数学传统�有黎曼、高斯、希尔伯特�哥
廷根一直是世界的数学中心；第三个特点是德国有
非常强的哲学传统�打破机械论的是德国哲学家康
德和黑格尔�后来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辨证唯物主
义．这三个特点对于德国能产生本世纪最伟大的科
学发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光召还强调了当时德
国在体制上最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大学中设立研
究工作�二是采取完全开放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基
础上�海森伯发明了矩阵力学．周光召说�这段历史
说明中国要拿诺贝尔奖需要创造什么条件．全国名
校、名研究所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有的应以理

论和实验结合�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有的应与数学高
度结合�另外必须研究哲学．周光召最后谈到�没有
非常开放的学术空气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没有多种
有特长的研究中心和一大批天才的学者在里面受到

各种熏陶和训练�要在中国拿诺贝尔奖是不大容易
的．

随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许智宏代表路甬祥院
长对本次跨世纪物理学前沿问题高级研讨会的召开

表示衷心祝贺！他在讲话中说�物理学所取得的长
足进步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

过�因为物理学的进展奠定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
基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佳洱主任在讲话
中强调了“创造宽松的环境对于发展基础科学作用
极大．”要“真正把科技与教育、人才培养结合好�因
为创造能力最强的还是青年学生．”邵立勤同志对中
国物理学如何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朱重远同志
表示开放的的理论物理研究所要更好地面向国内

外�做好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与物理界同行一起�为
使中国物理研究水平走到世界前沿而努力．

在这次高级研讨会上�我国物理不界的老前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先生作了特邀学
术报告�与会议代表分享了他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
探讨的有关量子场论、聚变能源、理论生物物理等几
个重要的学术思想．

参加开幕式的会议代表来自全国50多个单位
共380多人�每天出席会议的代表一直保持在260
人左右．研讨会共有29个大会学术报告和50多个
分会学术报告�会议还附加了墙报形式进行学术交
流．研讨内容涉及物质结构的各个层次：从微观的高
能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到介观的分子原理物理、激光
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纳米材
料和半导体物理等�直至宏观的天体物理和宇宙学．
与上个世纪之交相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世
纪之交科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有：对极端
条件下物质性质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各
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并向着

·59·29卷 （2000年） 1期



综合的趋向发展；基础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显现出新
物理和新现象的突破口；跨学科、跨部门、跨国家之
间大科学项目和工程的合作研究和开发也明显越来

越有必要．
这次会议的大会报告主讲人基本上是国家杰出

青年科研基金或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得者以及
高等院校“长江计划”特聘教授．他们已成为活跃在
各学科前沿领域并有一定影响的年青的学术带头

人．
与会代表们相信�在“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的

鼓舞下�我国新一代的物理科学工作者能继承和弘
扬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传统和精神�为国家创新体
系的建立、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诺贝尔奖零的
突破而拚搏．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王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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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行为；各种条件下的爆轰与冲击波的传播以及爆炸动力学的理论和应用．欲了解详细情况和报考
博士研究生者�请直接与韩长生研究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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