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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中美核聚变交流第一页

陈 春 先

!""! 年 ! 月 !# 日，美国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

验室（$$$%）公告：美国核聚变事业的巨星，&’&( 项

目（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的开创人，$$$% 的前所长

’)*+, 教授，因病逝世 - 这是国际核聚变界的重大损

失 -中国核聚变界也失去了一个亲切的良师益友 -
!. 年前（#/01 年），在“文革”封闭多年后，我参

加了中国核物理和核聚变代表团访美，第一次认识

了 ’)*+, 教授 -
!" 世纪 0" 年代是世界核聚变研究的关键年

代，而 $$$% 是国际科技界注意的焦点，当然也是我

们代表团考察的主要目标 -背景是：世界各国在核聚

变投入巨资，但几十年来进展不大，!" 世纪 2" 年

代，前苏联原子能研究所 3*+4567859, 院士等发展了

“托卡马克”（一种环形磁约束装置）的概念，经多次

改进，建成了 & : ; 装置，实验中在上千万度的高温

下，达到了毫秒级的稳定约束状态 -这是一个巨大的

突破，但当时西方科学家不相信这些数据 - #/2/ 年，

英国卡莱姆实验室的科学家带上红宝石激光散射仪

到莫斯科 & : ; 上进行了测试，证实了 & : ; 上的确

获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千万度以上的、稳定的环形

高温等离子体，全球核聚变界为之震动 -当时，$$$%
的科学家在 ’)*+,，<7+=5> 等人的领导下，在不到一

年时间，通过对仿星器 : ? 实验室的改造，建成了一

个与 & : ; 相当的托卡马克（@& : 托卡马克）实验装

置，初步的实验数据也令人鼓舞 -
当 时，日、德、法 等 国 家 的 核 聚 变 专 家 云 集

$$$%，都来看看托卡马克是如何运行的，并计划建

造本国的装置 -而我们则是带了自己的小型托卡马

克（北京 2 号装置）的实验数据来的 - 原来，从 #/0#
年起，我们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室也注意到

#/2/ 年 & : ; 上的实验突破，随即在非常困难的条

件下开始了中国自己的托卡马克的研制，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严陆光小组的加入解决了电磁系统的

复杂工程问题，#/0. 年得到高温等离子体 -因此，在

与 ’)*+, 等人的交流接触中，我们报告了 2 号装置的

数据，虽然低了很多，但还是使他们很吃惊（没有预

料中国已经在托卡马克上取得数据），同时我们还介

绍了在合肥建立更大的 1 号装置的考虑，反应强烈 -
陪同访问的刘全生教授也对国内核聚变的工作给以

很好的评价 -一个月的访问交流使 ’)*+, 和刘全生等

人成 了 我 们 密 切 的 朋 友 - 我 感 到 ’)*+, 教 授 作 为

$$$%的“灵魂人物”的确有非常活跃的理想思想，同

时又拥有推动大型科学工程项目的魄力（他讲述了

经常到华盛顿争取 &’&( 项目经费的故事）-我们当

时商定，明年（#/0/）他们将来到中国访问，为我们的

1 号装置“出谋划策”-
#/0/ 年，’)*+,，(74AB>=)+,，<7+=5>，刘全生等五位

美国科学家到中国访问了近一个月，参观了北京（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2 号托卡马克实验室），乐山

（C1C 所）和合肥基地 - 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和 (74AB>=)+, 二位作了学术报告 - 在合

肥，接待单位是新成立的合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
他们对于在合肥基地建造 1 号装置提了很多好的建

议并大加鼓励 -当时，处于初建时期的单位，世界级

权威的此次访问和讨论交流活动为以后 !" 年来的

聚变在我国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
有点与人造卫星的形势相似，托卡马克也是在

前苏联原创，而美国借其强大的技术与科学储备的

优势，迅速达到最高的水平 -受综合国力所限，中国

要在核聚变这样的“大科学”领域领先世界是不现实

的，但是从托卡马克突破的关键时期起，!" 年来我

们一直紧紧追踪国际发展，建成了合肥大型超导托

卡马克实验基地，去年高温等离子体放电长达 !"4，
在世界上应属第一流的成果 -

作为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 教授在我国聚

变研究早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后来 !" 余年中

美在该领域的合作开创了先河 -他的学者风范和友

好态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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