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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物理科学一处基金评审情况综述!

张 ! 守 ! 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 ! 北京 ! "###$%）

!! &##& ’ "" ’ "& 收到

! ! &##&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工作已基本

结束( 本年度物理科学一处的项目评审工作得到全

国 &%)# 多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为此，科学处

首先向这些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这些专家以

及其他所有关心本科学处工作的同志汇报今年的评

审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过机构改革后，原物理

!学科更名为物理科学一处，资助项目仍然涵盖凝

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光学和声学四个学科( 更

名后，将更有利于促进这四个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

叉，促进新兴物理研究领域的发展(

"! &##& 年各类项目受理与批准情况

&##& 年各类项目受理与批准的总体情况列于

表 " 至表 ) 中(

表 "! 受理与批准情况表

项目类别 自由 青年 地区 杰出 海外 群体 重点 仪器 节能 出版
重大研究计划

面上 重点
合计

申请项数 **& )) $ &$ + & ") * , " *" ") %"

批准项数 "#& &, , + * " ) " " " + - *! , - "!! ")%

批准率 . *# *$ %# &% ,& %# *+ ** &% && &% *&

经费（万元） &+"% %,/ $$ %)# "&# *)# "&## /# ")# &)+ ),, )+%*

!表示 * 项从面上已批准的项目直接转入重大计划；!!表示去年推迟的一项，今年直接参加评审会

表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情况

批准号 姓名 出生年 单位 研究方向 性质

"#&&%,"% 李建奇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高分辨电镜、超导、巨磁电阻 实验

"#&&%,") 吴兴龙 "/), 南京大学 硅基发光材料、纳米结构 实验

"#&&%,"+ 许祝安 "/)) 浙江大学 超导、欠掺杂、赝能隙、磁通激发元 实验

"#&&%,"$ 封东来 "/+& 复旦大学 高温超导 实验

"#&&%,"/ 李有泉 "/)* 浙江大学 场论、自旋与强关联 理论

"#&&%,&# 吴晨旭 "/)+ 厦门大学 生物大分子在外场下相互作用 理论

"#&&%,&" 郑仕标 "/)/ 福州大学 量子光学、量子通信 理论

表 *! 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者情况

批准号 申请人 单位 0 职位 国内合作单位合作人 研究方向 性质

"#&&$,#$ 文小刚 123 0 教授 清华大学 ! 翁征宇 凝聚态物理 理论

"#&&$,#/ 张守晟 456789:;8 0 教授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王玉鹏 凝聚态物理 理论

"#&&/,#& 陈子亭 香港科技大学 0 教授 复旦大学 ! 车静光 凝聚态物理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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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重点项目与仪器专项基金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经费 ’ 万元 执行年限
项目主持单位

主持人
备注

极端非线性光学中的相干量子控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徐至展

粘接界面特性与超声检测研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李明轩

表面与超薄膜磁性以及磁性纳米材

料的实验与理论研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复旦大学

金晓峰
与材料学部交叉

红外光电子材料中量子特征体系研

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陆卫
与信息学部交叉

脑功能物质的核磁共振研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叶朝辉
与化学部交叉

随机非均匀海洋中的声场时空特性

研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张仁和
与地球学科部交叉

采集太阳光的光纤照明系统研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

张耀明
中国节能环保联合基金

产生超宽超稳频率梳的飞秒激光器

的研制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魏志义
科学仪器专项

表 +! 重大研究计划中的重点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名称 重点项目名称 负责人 单位 经费 ’ 万元

光电功能材料
介电、金属、超导与磁性异质结的设计、制备与

物性
冯 端 南京大学 %&$

纳米科技基础研究

基于同步辐射谱学和从头计算表征纳米材料的

结构及性质

团簇组装纳米结构的量子性质

吴自玉

王广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南京大学

,$

,$
半导体集成化芯片系统基础研

究

适用于 -./ 的声、热、力微传感器系统的基础

研究
田 静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

理论物理学及其交叉科学若干

前沿问题
低维凝聚态系统中强关联效应的理论研究 王孝群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

! ! 附录 % 给出自由申请、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批

准项目清单，其中执行期限仅为一年的为小额资助

项目（共( 项）0 这里特别说明，根据学科评审专家组

的意见，本年度获得杰出青年基金的申请者，其本年

度面上基金申请项目不再资助0
附录 # 给出由物理科学一处受理的各重大研究

计划面上申请项目中获得资助的项目清单0 #$$# 年

在物理学科一处申报的创新性研究群体的申请中，

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闻海虎、王玉鹏两位研究

员主持的研究小组当选0 #$$# 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创新性研究群体评选的第三年，数理科学部共

有 ( 个研究小组入选0
另外，为了加强绩效管理，根据数理科学部的安

排，专家评审组从近" 年有结题项目，#$$# 年申请又

获得通过的项目中，遴选出如下 ) 个优秀结题项目0
对优秀结题项目，其资助经费在原来的基础上额外

增加 ) 万元（见表 )）0
! ! 此外，目前正在组织评审由物理科学一处受

表 )! 优秀结题项目

结题项目编号 新申请项目批准号 申请者姓名 单位

%*,$&$$( %$#(&$&( 倪 军 清华大学

%*,$&$%( %$#(&%*" 张宏伟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蒋树声 南京大学

%*,(&$#, %$#$&$&) 王强华 南京大学

%*($&$%+ %$#(&#&" 吕亚东
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

%*((&$## %$#(&#(* 莫育俊 河南大学

理，与信息学部、生命科学部交叉的重大项目：《123
电磁波段的物理、器件及应用研究》，如能通过评

审，拟资助经费 ,$$ 万 ’ & 年0

#! #$$# 年确立的重点项目内容简介

经学科专家评审组遴选，物理科学一处已确立

重点项目 %" 项（ 其中与其他学科或学部交叉的 )
项），另外，其他学科或学部与物理科学一处交叉的

重点项目有 + 项0 现将各重点项目内容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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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纳米结构材料的光、电、磁学性质

研究纳米结构由于量子尺寸效应所引起的各种

新颖的电学、光学和磁学性质，包括单体以及一维、

二维组装结构（阵列、点阵）的各种物理效应；研究

与各种物理效应相关的纳米结构稳定性与生长动力

学"
!" !$ 磁、铁电、超导异质结构的物理研究

利用“能带工程”和“应变工程”的方法来改变

外延层的晶体结构与电子自旋结构，制备各种磁性、

铁电和超导异质结构，并研究新型异质结构的磁学、

超导、微波与光学特性"
!" %$ 凝聚态物质中超快过程的研究

利用超短脉冲激光光谱学研究凝聚态物质内部

的非平衡动力学过程；研究相关电子系统和准粒子

系统中的多体相互作用和弛豫过程"
!" &$ 新型氧化物功能材料中电荷、自旋和轨道自

由度的耦合与关联效应

理论（微观及唯象）与实验相结合，研究新型氧

化物功能材料中电荷、自旋和轨道有序相结构的光、

电、磁等物理问题，研究电荷、自旋和轨道自由度的

耦合与关联效应在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及氧化物巨磁

阻体系中的作用机理" 本项目与材料学部交叉，由物

理科学一处受理"
!" ’$ 半导体自旋电子学的物理基础

研究离子自旋组态的变化（如 () 离子的两种自

旋态、*+ 离子的三种自旋态）对自旋输运行为的影

响，并探索新材料；研究电荷、自旋和轨道有序相结构

的形成机制以及它们对金属 , 绝缘体转变的影响，如

阈值磁场和转变温度等；研究极化自旋隧道效应" 本

项目与信息学部交叉，由物理科学一处受理"
!" -$ 新型材料与器件相关的界面结构、生长和控制

理论与实验结合，研究界面微观结构的演变规

律，进一步研究界面性质对材料物性以及相关器件

性能影响的机理" 本项目与材料学部交叉，由物理科

学一处受理"
!" .$ 超冷原子物理及应用研究

研究超冷原子的性质及其应用，如原子激光、原

子干涉等"
!" /$ 量子和光频标的基础物理研究

研究实现新型量子和光频标的基本物理手段和

物理问题" 本项目与信息学部交叉，由物理科学一处

受理"
!" 0$ 量子相干系综的光学性质

原子、分子和固体材料等量子相干系综中的电

磁感应透明、光速变化等物理过程的理论及实验研

究"
!" #1$ 高离化态原子物理

高离化态原子的产生；高离化态原子结构和动

力学特性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 ##$ 激光、声波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激光激发冲击波及其诱导材料形变的机理及应

用研究；非线性光学效应及强声场力学效应的研究；

激光超声用于材料检测与材料表征"
!" #!$ 软凝聚态物质研究

研究复杂液体、液晶、聚合物、高分子溶液、生命

物质等的结构、形态、电学、磁学、光学等性质" 从理

论和实验上深入认识这些体系物理和化学特性的本

质，发展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特别要重视

与化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领域" 本项目于 !11# 年立

项，与化学学部交叉，由物理科学一处受理申请"
!" #%$ 超快超强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新现象研究

（#）采用 2343) 技术或其他组束方法，实现对

多路皮秒激光的组束，如实现对多路 #1#!5 的皮秒

激光 并 成 #1#%5 的 激 光 光 束（ 包 括 多 级 多 路 的

2343) 放大链、无窗的 2343) 池、光束质量控制、窗

口镀膜破坏阈值的提高等）；

（!）单束高功率激光（#1#!—#1#%5）的光束传

输特性研究（ 包括和激光介质、窗镜物质的相互作

用及非线性效应，激光频带对激光脉冲宽度的影响

等）；

（%）研究短波长超短超强的皮秒级激光在固体

靶中反常吸收现象以及超热电子产生的机制，辐照

团簇或液体靶高效率地产生 676 光源及其物理机

制；

（&）研究短波长超短超强的皮秒级激光和物质

相互作用产生的高次谐波；

（’）研究亚皮秒强激光辐照掺氘薄膜靶和泡沫

靶，高额产生中子的氘氚聚变反应物理过程，以及可

能发生的核反应过程"
本项目于 !11# 年立项，与物理科学二处交叉，

由物理科学一处受理申请"
!" #&$ 硅基光电子学关键器件的基础研究

硅基材料高效发光和 8+9:;< 效应增强物理研

究，硅基高效发光量子结构能带设计和材料生长技

术与机理研究，硅基高效光源和高速光开关原理性

器件研究" 本项目为跨学部交叉项目，由信息科学部

受理"
!" #’$ =)> 基单晶薄膜材料、物性及器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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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质量 &’( 单晶薄膜制备技术，&’( 基超

晶格制备及激子光电特性，&’( 掺杂的自补偿效应

及相关结构光电器件中的基本物理问题) 本项目为

跨学部交叉项目，由信息科学部受理)
#) %*! 类钙钛矿磁性与铁电材料及其异质结在极

端条件下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本项目为跨学部交叉项目，由材料科学部受理

申请)
#) %+! 高性能金属材料激光制备与成形中的关键

科学问题研究

研究高性能金属材料激光制备和成形过程中非

平衡多相熔体的传输行为，相析出与相选择规律，组

织和性能的优化等相关基础问题) 本项目为跨学部

交叉项目，由材料科学部受理申请)
#) %,! 高温 -./.’ 谱创新技术及高温下物质微结

构和性能

本项目为跨学部交叉项目，由材料科学部受理

申请)
说明：为了增加重点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公

平竞争性) #$$# 年评审专家组认真讨论了重点项目

建议书，研究了学科发展和多年来面上基金资助的

工作积累，遴选出的重点项目是一些值得大家研究

的领域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课题) 由于其内容很宽，所

以欢迎所有有能力的科研小组都积极申请，但请申

请者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集中力量解决其中的

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

"! 问题和建议

（%）今年超项的较多，尤其发生在一些申请数

量很多的单位，建议这些单位的申请者和基金项目

管理者能严格审查，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有一些曾获得过青年基金的申请者，今年

仍申请青年基金，这不符合青年基金的有关规定) 应

该讲这些青年申请者在科研上很优秀，但违反规定，

爱莫能助，请谅解)
（"）发现一些申请书中的同一位参加者，在不

同的申请书中使用不同的身份证号码，或不同字体

的签名) 如果不是重名，这是一种造假行为，基金申

请杜绝任何形式的造假，如确有某种原因，不能签名

的，请注明由某某代签) 并附上被代签者的同意函)
否则，一经查出，# 份申请书都作废，并上报处理)

（0）发现一些内容相近，队伍基本相同的申请，

同时申报到 # 个不同的学部或科学处，这是不允许

的) 请参阅申请书内封面的第 * 条规定)
（1）仍有极个别申请书因写得很不认真而没有

通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需要一种科学的、认

真的态度)
为了鼓励跨学部的交叉，科学处每年都遴选一

些同行评议比较好的交叉项目，推荐到科学部统一

评审，统一评审通过的项目，不占科学处项目指标，

没有通过的项目再回到科学处与其他项目一样评

审) 分析这几年中标项目的情况，交叉项目的中标率

略高于其他项目) 为了进一步做好交叉项目的遴选

工作，也为了增加您申请项目的中标几率，如果您项

目的研究内容与其他学科交叉，请在申请书简表的

申报学科一栏中的名称 # 格内填上相应交叉学科的

名称和代码)
对本文介绍的内容和所提出的问题，欢迎有关

专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更欢迎各位专家对改进物理

科学一处的管理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衷心感谢专家评审组和在评审过程中帮助

科学处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各位专家，正是依靠他

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公正合理的态度、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渊博的科学知识才使我们顺利完成了 #$$#
年的评审任务)

附录 !! #$$# 年获得面上基金资助项目清单

自由申请项目（!"# 项）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单位 起止年月

%$#+0$$% 电子俘获光存储能量传递过程中稀土离子的作用 王永生 教授 北方交通大学 #$$" 年 % 月至 #$$1 年 %# 月

%$#+0$$# 用光电子谱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低维体系金属绝缘体相变 吴思诚 教授 北京大学 #$$" 年 % 月至 #$$1 年 %# 月

%$#+0$$" 螺旋波动力学实验研究 欧阳颀 教授 北京大学 #$$" 年 % 月至 #$$1 年 %# 月

%$#+0$$0 心磁测量与心脏物理模型研究 马 平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年 % 月至 #$$1 年 %# 月

（未完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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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单位 起止年月

!"#$%""& ’( ) *+ 合金磁致伸缩基础研究 张茂才 教授 北京科技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用布里渊散射在体实时监测血液、血液流变参数 刘大禾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半导体超晶格中的量子输运 段素青 副研究员
北京应用物理与

计算数学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二维无序 / 波超导体的准粒子局域化及输运性质研究 杨永红 副教授 东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0 电泵浦的有机半导体激光研究 徐春祥 教授 东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无衍射束高次谐波和傅立叶非线性成像的研究 丁德胜 教授 东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光离化原子新方案研究 宁西京 副教授 复旦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玻色 ) 费米混合体和涡旋格子的量子统计学 马永利 副教授 复旦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光合作用原初过程中的超快光物理研究 钱士雄 教授 复旦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有机铁电超薄膜的相变特性研究 马世红 教授 复旦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在分子中弱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 赵永芳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纳米团簇在硅锗晶体表面上沉积和生长的早期过程研究 李宝兴 教授 杭州师范学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卤化银感光材料光谱增感机理研究 李晓苇 教授 河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超高密度磁记录纳米颗粒膜研究 聂向富 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0 锂离子电池中电极表面钝化膜的形成与性质的研究 莫育俊 教授 河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飞秒锁模激光稳频技术研究 马龙生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玻色 ) 爱因斯坦凝聚中的波共振相互作用研究 黄国翔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铁磁氧化物多层膜和梯度膜的电磁输运性质 熊曹水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溶剂对单分子拉曼散射截面影响的研究 里佐威 教授 吉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原子内壳层（(，#(）反应机制的理论研究 周雅君 教授 吉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的离子光谱研究 蒋占魁 教授 吉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123 薄膜的激光感生电压效应机理与应用研究 张鹏翔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磁性纳米线阵列的磁各向异性研究 李发伸 教授 兰州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玻璃化转变机制及铜氧化物超导体中玻璃行为研究 黄以能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0 纳米介电薄膜材料光和热输运性质的研究 蒋树声 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热涨落无序效应高温超导体 4516 型中的涡旋态 李定平 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特殊原子分子团簇的制备结构和性质研究 韩 民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含弹性包膜气泡流体的动力学理论和非线性声传播特性 朱哲民 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生物媒质力学特性的超声检测及其在医学成像中的应用 叶式公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水化合笼形物的中子、拉曼散射光谱和计算机模拟研究 董顺乐 教授 青岛海洋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第一原理离子间相互作用势及其应用 陈难先 教授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超薄合金薄膜的有序无序及其动力学的研究 倪 军 教授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本征泛函理论及其在低维量子系统中的应用 刘玉良 教授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碳纳米管中的力学电子学 吴 健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0 生物微环境荧光探测与分析 马 辉 教授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电子动量谱的理论研究和计算方法设计 李桂琴 副教授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真空紫外激光和成像法研究里德伯态分子的结构及动力学 莫宇翔 教授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单分子快速成像及在活细胞动态观测中的应用 马万云 教授 清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光功能晶体的结构与物性机理 夏海瑞 教授 山东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分子电输运性质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王传奎 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连续变量多光束纠缠与纠缠交换 郜江瑞 教授 山西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大功率模式转换型纵扭复合超声振动系统的研究 林书玉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农作物害虫微弱声信息特征提取分析及应用基础研究 尚志远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钙钛矿型 ’( 氧化物的微结构及巨磁电阻效应 赵彦明 教授 汕头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0 强关联体系中的离子尺寸效应、局域电子结构与磁特性 张金仓 教授 上海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固体理想强度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 孙 弘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强耦合激子 ) 声子系统中电磁诱导透明的量子理论 朱卡的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纳米碳管分子器件的量子输运 卫亚东 副教授 深圳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强超声场的测量和管形振子的声场特性 周光平 教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过渡金属离子自旋哈密顿参量双机制模型 郑文琛 教授 四川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原子与双原子分子碰撞转动激发研究 杨向东 教授 四川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网络空间中粒子的运动和聚集 谭志杰 副教授 武汉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未完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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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单位 起止年月

%$#&’$(& 非简谐性对二维三角晶格中位错结构的影响 王少峰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原子不同跃迁间的量子关联与超窄光谱线 李福利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声辐射和声散射分析的边界子波谱方法 文立华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自适应隔声结构研究 陈克安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表面声波诱导微管道内稀薄气体的流动失稳的研究 朱光华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复杂原子（离子）的结构和性质的系统性理论研究 董晨钟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强激光场高阶效应对原子性质的影响 周效信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硅基光发射材料的计算设计 黄美纯 教授 厦门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一维双能隙机制强关联系统的理论研究 石云龙 教授 雁北师范学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层状钙钛矿铁电材料剩余极化机理研究 陈小兵 教授 扬州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温超导体的输运特性和动力学相变的研究 陈庆虎 研究员 浙江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分子自组装系统中原子结构和相互作用的 ,-./01 研究 唐景昌 教授 浙江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介观器件中电子输运性质的研究 赵学安 副教授 浙江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两类钙钛矿体系巨介电特性和反常行为的研究 曹光旱 副研究员 浙江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颗粒物质基本性质的研究 唐孝威 教授 浙江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钌表面氧化及其原子结构和电子性质研究 何丕模 教授 浙江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半导体表面铁薄膜面内磁各向异性的 . 射线磁性线二

色研究
王 劼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颗粒流粒子偏析的机理研究 吴清松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强磁场极低温下锰氧化物的超声特性研究 朱长飞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单分子的电、力特性及其相关性研究 王晓平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用新的高灵敏光谱方法研究氢化铝振动激发态和热力

学性质
郝绿原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23 模特性和它的应用研究 李永平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稀土 4 5 6 跃迁及高能光谱的分析研究 夏上达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调谐半导体激光光谱技术监测大气污染研究 刘建国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新型 37/8 基氮化物的异常能带结构和光学性质研究 徐仲英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飞行微粒子的瞬态光谱、强紫外上转换发光特性及应

用研究
秦伟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稀土掺杂纳米发光材料的表面态和尺寸限域效应研究 吕少哲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富勒烯与其中稀土金属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奎热西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晶界内耗峰微观机制和应用的研究 崔 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固体

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新型纳米复合超硬薄膜中界面及微裂纹的动力学行为研究 方前锋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固体

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对称性破缺对有限系统自旋波和量子波动的影响 张志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重元素高电离态原子的实验研究 杨治虎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强耦合等离子体光谱及其在强耦合等离子体诊断中的应用 李向东 副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气泡的大振幅振动及有关应用问题的研究 郭良浩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南海陡坡海区水声物理规律研究 戴琼兴 高级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全封闭制冷压缩机腔内多重简正模式简并机理分析与

抑制
吕亚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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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单位 起止年月

!"#$%"&’ 囚禁冷却单个 () 离子的精密谱实验 高克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

与数学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基于离子阱光频标的精确计算 吴礼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

与数学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半导体和一些氧化物熔体的结构和性质研究 陆坤权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有机复合多层膜界面结构及界面相互作用研究 麦振洪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宽掺杂范围内高温超导体混合态性质研究 闻海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颗粒物质的稀疏流到密集流的转变 厚美瑛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压下超巨磁电阻（(-.）材料的电输运性质的研究 禹日成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用多体理论从头计算分子线的量子传输性质 金奎娟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0#.12% 的超导电性研究 雒建林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纳米稀土永磁材料的反磁化机制研究 张宏伟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磁隧道结中的低温隧道谱及非弹性磁激子和声子

激发
韩秀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锰基超大磁电阻单晶氧化物的穆斯堡尔研究 成昭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汉语普通话嗓音声学研究 孔江平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病毒衣壳蛋白的高分辨冷冻电镜技术与方法研究 张景强 教授 中山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超高速无偏压量子相干控制光电转换研究 林位株 教授 中山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度规则微细结构的超快速激光光谱研究 汪河洲 教授 中山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青年基金项目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单位 起止年月

!"#"%""! 固体中三价镨离子的 %3*4 组态和量子剪裁 由芳田 讲师 北方交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反应扩散系统中的时空混沌及噪声影响研究 王宏利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宽带复合型光限幅材料及其非线性吸收特性研究 刘春玲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基态反常属性的研究 寇谡鹏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发光高聚物中荷电极化子的动力学研究 安 忠 讲师 复旦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负离子激光脱附电子谱的实验研究 张雪梅 讲师 复旦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分辨分子离子光谱的研究 郭迎春 讲师 华东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几何位相及其在介观系统和量子计算中的应用 朱诗亮 副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囚禁于光腔中冷原子体系的暗态及非局域性质 李高翔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复合碳纳米线高压下的新结构和物理性质研究 刘冰冰 副教授 吉林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莫特绝缘极限的超导电性 王强华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磁性半导体中自旋和电荷的非线性动力学行为 张志勇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蛋白质体系中相互作用特征与折叠动力学的研究 王 骏 讲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频聚集超声的非线性及其在生物组织定征中的应用 章 东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钴 5 贵金属膜生长过程和表面重构的扫描隧道显

微镜研究
邹志强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介电系数硅基钛酸锶钡铁电多层膜的研究 沈明荣 副教授 苏州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具负折射率的复合材料的光学和电磁性质研究 高 雷 副教授 苏州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利用液体流动性制备的非平整薄膜的物理特性

研究
陶向明 副教授 浙江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温超导体中的杂质束缚态与磁通芯态的研究 韩 强 讲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特殊子空间中的量子信息过程 周正威 讲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压电微传感器的振动及机电耦合的研究 黄 歆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

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交叉电磁场中的氢分子离子 关晓旭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

数学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超短脉冲激光与液体相互作用的研究 李玉同 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使用细致谱项模型研究中高 ! 等离子体的辐射不透

明度
曾交龙 副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

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科学基金



! "# 卷（#$$" 年）% 期

地区基金项目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单位 起止年月

%$#&’$$% 温度对机械合金化过程的影响及分子动力学模拟 欧阳义芳 教授 广西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运用现代物理技术对东南亚与中国古乐器铜鼓

综合研究
万辅彬 教授 广西民族学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氧化物间导体电子声子相互作用及相关理论问题 闫祖威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高位态碱分子与基态原子间的碰撞能量转移 沈异凡 教授 新疆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附录 !" 重大研究计划面上申请项目中获得资助的项目清单

重大研究

计划名称
批准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单位 起止年月

理论物理学及其

交叉科学的若干

前沿问题

)$#$"$$* 羊亚平 光子受限系统的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 同济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陈天伦 神经网络中自组织临界性的研究 南开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童培庆 一维非周期强关联系统物理性质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半导体集成化芯

片系统基础研究
)$#$*$#* 朱劲松

用于铁电不挥发存储器的新材料、微结构

及其可靠性等问题的研究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光电功能材料

)$#$%$$+ 祝世宁
掺杂近化学配比铌酸锂晶体极化反转和

工程畴研究
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张晓霞
磷酸盐光波导中电子输运过程的动力学

性质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李文连
,-". 配合物有机电致发光效率和寿命提

高研究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明 海 聚合物功能光纤和器件的光学特性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纳米 科 技 基 础 研

究

)$#$&$$# 王 沛
纳米复合聚合物材料的近场超分辨结构

及机理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龚旗煌 飞秒强激光脉冲的近场显微制备和表征 北京大学 #$$" 年 % 月至 #$$( 年 %#

""""""""""""""""""""""""""""""""""""""""""""""

月

·物理新闻与动态·

努力适应

! ! 许多有生命的物体，它的身上都有硬组织与软组织两种结构/ 当这些硬组织在碰到软组织时将会发生

什么情况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美国西北大学的 0-112 3教授与他的同事们正在开展一项研究，他们让氟化

钡无机晶体放在一片二维有机脂肪酸大分子下生长/ 将同步加速器的辐射线照射在这片脂肪酸上，再利用射

线的衍射图像来观察这两种不同点阵的变化/ 他们发现，这两个点阵会相互协调和适应，使两个点阵逐步变

成可公度的/ 在开始时，氟化钡与单层有机脂肪酸两者的点阵间隔是不相同的，但彼此会采取折衷妥协的办

法来相互适应，氟化钡的点阵间隔会稍稍收缩一点，而脂肪酸大分子在它的一端会扩展一点，扩展的图像有

点类似于一束铅笔捆在一起，然后让它稍稍有一点倾斜，这时铅笔尖端的间隔就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最后

使两者达到可公度的状态/
当然，氟化钡并不是生物体上一种重要的材料，但 0-114 3 教授认为，从氟化钡在脂肪酸大分子层下的生

长将会为今后研究生物体的矿化过程提供重要的启示/ 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要在两种不可公度的物质间发

生相互生长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其根源就是由于两种物质间点阵间隔的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这项

研究有可能会对在真空条件下如何严格地处理材料的外延生长有较多的帮助/
（云中客摘自 3567/ 849/ :411/ ，#+ ;<1=>4? #$$#）

·#$·

科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