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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学家摇篮!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发展和历史演变（%&’’—#$$% 年）

郑! 春! 开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

摘! 要! ! #$ 世纪的核科学是物理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学科在北大物理 &$ 年发展的历

程中和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对建立于 %&’’ 年、专门培养核科技人才的北京大学物理研

究室 + 原子能系 + 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发展和历史演变做一简要回顾是十分必要的* 文章根据许多老师（ 包括作者

本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和历史回忆，并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文件档案加以归纳、整理，尽可能地再现北京大学技术

物理系的 ,- 年的光辉历程，并展望 #% 世纪学科发展的美好前景*

! !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发展和历史演变，

是与我国核工业及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

的*

%! 中央决策! 应运而生

!! #$$" + $) + %, 收到

%）! 这里提到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是 %&’$ 年 ’ 月 %& 日成立的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 年 %$ 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 年 ) 月又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 年 %% 月改名

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 ! %&’’ 年 % 月 %’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

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在我国建立核

工业、发展核武器问题*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

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都出席会议，著

名核科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和

副部长刘杰也应邀出席* 会上做出了建立中国原子

能事业的决策* 根据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培养核

科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就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
为此，中央很快决定筹建北京、兰州两个物理研究

室，作为专门培养核科技人才的基地*
为了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年 ’ 月间，

高等教育部调浙江大学副教授、副教务长胡济民、东

北人民大学教授朱光亚、北京大学教授虞福春，在国

务院第三办公室（ 负责核工业的三机部前身）领导

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协助下，由胡济民负

责，开始筹建北京、兰州两个物理研究室*
’ 月 %- 日，钱三强邀集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

三人，在他的中关村寓所会谈* 钱三强首先传达了中

央及高等教育部关于设立物理研究室、培养原子核

物理专门人才，以及进行一定的有关的科学研究工

作的意图* 然后就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 这是筹建物

理研究室的第一次筹备会议*
会议决定，为了抢时间，先不管“ 物理研究室”

的归属，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以下简称物理

所）先成立一个“- 组”，由胡、朱、虞三人进行筹备工

作* 办公地点设在物理所的所长个人办公室* 他们就

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 组”的名义在市场购买书

籍和仪器，通过中国科学院以 - 组名义对外订货和

订购图书* 同时也以 - 组名义通过中国科学院基建

处建设教学实验大楼和宿舍等（即后来中关村的北

京大学技物楼、中关村 %&，#,，#’，#- 宿舍楼及食

堂）*
) 月 , 日，党中央对国务院三办副主任刘杰报

告的批示中指出：“ 大力培养核子物理以及相配合

的各类专业人才是极其重要的”，“高等教育部党组

应通盘筹划”，“ 要克服困难，争取在今后几年内培

养出大批干部来* ”同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高

等教育部党组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立一

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中心，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和

清华大学设置相关专业，以培养从事原子能的科学

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 为了加强领导，高等教育部党

组指定黄松龄（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李云扬（ 综合

大学教育司副司长）、唐守愚（工业教育司司长）、江

隆基（北京大学副校长）、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五

人组成高等教育部原子能人才培养领导小组，由黄

松龄任组长，并请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副局长钱三

强协助该领导小组统一负责全国高等院校核专业设

置与发展工作*
( 月 % 日，高等教育部正式通知［机综（’’）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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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研究室，任命胡济民

为该室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由副校长江隆基直接

领导$ 同时决定从全国各校物理系三年级选拔 %&&
名学生，转学核物理专业（实际入学 ’’ 名）$

! 月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与高等教育部商定，在

北京物理研究室建立“技术干部训练班”，以对 %’""
年和 %’"( 年分配到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 年 )
月 % 日成立的、主管苏联援助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

和回旋加速器建设，后来属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

*&& 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进行核物理、放射化学、辐

射防护等原子能专业的技术培训（实际培训是 %’")
年暑假后进行的）$

! 月 ( 日，根据国务院三办的报告和中央组织

部决定，从有关部门抽调韩增敏任北京大学物理研

究室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
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由高等教育部领导，它与

国务院三办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关系问

题，高等教育部党组提出并经国务院三办刘杰副主

任同意：凡有关核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培养目标、教

学计划与大纲的制订、办学经费资助等方面的问题，

均由国务院三办归口指导；凡有关专业实习、技术资

料、教学资料、专用设备的订购和党政管理干部调配

等方面的困难，均由国务院三办所属有关机构和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协助解决$
! 月 %* 日，高等教育部党组向国务院二办主任

林枫、三办主任薄一波，并周总理提交了《 关于筹建

核子物理训练机构的情况和若干待解决问题的请示

报告》$ 在请示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关于筹建核物理

训练机构、专业教学工作的准备、基本建设和干部配

备等情况$ 这个报告先前是由黄松龄（ 教育部副部

长）邀集江隆基、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和钱三强，

听取胡济民汇报筹备工作、并对今后工作问题交换

了意见后向中央写的报告$ 周恩来总理于 ’ 月 %# 日

对此报告做了“ 拟同意$ 即送陈云副总理阅后交一

波同志主办”的批示$ 因此请示报告中提出的许多

问题，在 !—’ 月间就迅速得到落实$ 关于校舍问题，

在国务院三办批准建设的北京物理研究室大楼建成

之前，先借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新建大楼的第

二层作为教室和实验室开展教学活动；教职员工宿

舍由物理研究所帮助解决；学生宿舍由北京大学设

法解决$ 采取各种措施，迅速调集教师，除最早调来

的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 * 人外，" 月下旬调来北

京大学的孙亦梁准备放射化学课，(、) 月间从东北

人民大学（ 现吉林大学）调来青年教师陈佳洱并马

上派他到外地招生，随后又调来复旦大学一级教授

卢鹤绂和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系秘书孙佶、北京师

范大学讲师张至善、浙江大学讲师吴季兰等骨干教

师及夏松江、王克镇、叶文祥、秦仲诚等一批新毕业

的大学生$ 这些教师全部先集中北京大学物理研究

室，创办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取得经验后再分出

全套建制调往兰州大学，组建兰州物理研究室（ 后

来由于情况变化，没有分出全套建制调往兰州）$
新调来参加北大物理研究室筹建工作的教师、

行政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团结奋战，以只争朝夕

的精神，一面筹建教学实验大楼、宿舍楼，并借用中

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大楼的第二层作临时教学、办

公用房，积极准备教学实验、筹建实验室、编写教材；

一面派人到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

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物理系

三年级学生中选调了 ’’ 名学生$
%’"" 年 ’ 月 +& 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核物

理专业第一批学生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大楼正

式开学$ 当时开设的专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都是教

师们克服困难、在极短时间内现编的教学讲义$ 他们

按计划相继开出了量子力学（ 胡济民）、中子物理

（卢鹤绂）、加速器（ 卢鹤绂）、记录质点（ 虞福春）、

能谱学（朱光亚）、原子核理论（孙佶）、核电子学实

验（张至善等）、核物理实验（陈佳洱等）、放射化学

（孙亦梁）、放化实验（ 吴季兰），部分课程请物理系

和其他系老师担任，如（核）电子学（吴全德）、宇宙

射线（楮圣麟）、哲学、俄语等$ %’"( 年 # 月，% 万余

平方米的教学实验大楼（现称“北大技物楼”）在中

关村科学院内建成，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迁进了新

楼，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但学生的实验培训工作仍然

十分困难，因为当时核科学的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

极端缺乏，国内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而且由于美国

实行禁运，我们也无法从国外进口$ 这些核仪器设

备，除几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外，物理研究室许

多教师也没见过，有的只是在期刊、广告上见过照片

或听人说过$ 尽管困难重重，但物理研究室的年青教

师和物理研究室工厂工人师傅，同心协力，自己动手

研制最必需的核探测仪器、, - . 计数管和碘化钠

晶体等$ 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双手制造出学生实

验培训所需要的几十台基本仪器，满足了第一批学

生的核电子学与核物理实验训练的教学需要$ %’"(
年 ’ 月 *& 日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届原子核物理专

业的 ’! 名学生毕业了$ 可能由于保密等原因，在

%’"( 年和 %’") 年毕业的学生的毕业文凭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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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补发的，而且核物理专业的写为物理系，放射化

学专业的写化学系&
%’() 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力支持下，从

化学系调刘元方、唐孝炎等 #$ 余位教师并和孙亦

梁、吴季兰等一起，在物理研究室筹建放射化学专

业& 后来又从科学院调来郭挺章任化学组主任& %’()
年夏，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放射化学专业第一次

开始招生& 暑假后，从各高等院校物理系、化学系三

年级学生中选调了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共

#)$ 名学生入学培养& %’(* 年 * 月，我国第一批放射

化学专业学生和第二批核物理专业学生共 #)$ 名，

经过物理研究室的专业培训，顺利毕业，其中有 #+)
名为三机部（原为国务院三办，%’() 年 %% 月设立三

机部，%’(, 年 # 月改名为二机部，%’,# 年 ( 月又改

名为核工业部）所接收&
%’(* 年暑假后，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暂停招生

一年，并为 %’(( 年和 %’() 年分配到国家建委建筑

技术局工作的 "$$ 余名应届大学毕生生进行核物

理、放射化学、辐射防护等原子能专业的技术培训&
%’(* 年 , 月 %# 日，高等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大

学“物理研究室”合并到物理系、化学系领导，而且

定名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研究室，放射化学专业

暂时附设在该室；胡济民、虞福春继续领导该室的教

学与科研工作；该室现有人员编制数，由当年 ’ 月份

起完全拨归北京大学直接掌握& ’ 月 #* 日，北京大

学向高等教育部上报《关于物理研究室调整情况报

告》，%% 月 ) 日，高等教育部批复同意报告所提方

案：原物理研究室主任胡济民调任物理系副主任、原

子核物理部分改为原子核物理教研室，由虞福春任

主任，并在物理系设第二办公室；放射化学部分，成

立物质结构教研室，由徐光宪代理主任，在化学系也

设相应的行政办公室，由此开始，徐光宪先生负责领

导化学组工作&
%’(( 年 ( 月到 %’(* 年 , 月，可以说是北京大学

物理研究室的初创时期& 在两年多时间里，物理研究

室培养了两届核物理专业和一届放射化学专业共

"($ 多名毕业生，再加上 "$$ 余名技术培训生，物理

研究室为国家总共培养了 )($ 多名掌握原子能科学

技术的专门人才，输送到新建的核工业与原子能事

业部门，基本上满足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发展原

子能事业的需要，为我国核工业的创建及原子能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创建初期，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得到了苏联

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在 %’()—%’(, 年，苏联先后派

遣了莫斯科大学加速器专家瓦采特教授、核谱学专

家斯比涅耳教授、核电子学专家萨宁教授来北京大

学物理研究室指导工作，在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早期

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苏联专家的

指导下，研制成功了 ! 磁透镜谱仪、" - " 快慢符合

谱议和 " 单晶闪烁谱仪、#, 道分析器、%$$ 道分析器

等重要研究设备，许多都是当时国内首创& 这些仪器

设备在以后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 年从苏联引进的一台 #(./0 电子感应加

速器，这时也安装、调试出束，为开展光核反应研究

及教学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发展，而且能在极

短的期限内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培养出大量急需人

才，应该说与物理研究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工人

队伍和实验技术队伍分不开的& 早在筹建初期，%’((
年 , 月 %" 日给上级领导及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就专

门提出了配备中级技术人员的要求& 在各方支持下，

很快从全国各地选调了一批优秀技术工人和实验室

技术人员，并在物理研究室建立了金工厂、玻璃车

间、木工车间等& 这批强大的技术力量和工厂、车间，

在物理研究室创建初期，自制了上百台教学仪器设

备，满足了教学急需，并在后来技术物理系的长期发

展以及各项重大科研课题的完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初创时期，领导体制也

是非常独特的& 党组织由北京大学党委领导，人事、

编制、经费、财务均由国务院第三办公室（%’() 年 %%
月后为三机部）主管，业务及后勤又得到中国科学

院和物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最早的各项筹备工作

（包括图书购买、设备订货、大楼基建等）都是以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组名义进行的，即使确定了

物理研究室归北京大学领导后，中国科学院的后勤

支援仍未改变，此后两年，物理研究室继续用 ) 组名

义，通过中国科学院对外订货，因而能及时订到许多

迫切需要的仪器& 当时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以 ) 组名

义，可以参加物理研究所的学术交流活动、查阅期

刊、借阅图书以及使用科学院的公用设施等& 那时，

钱三强是物理研究所（ 后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现

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稍后又是二机部

副部长，常来给学生做报告和听取意见& 时任三机

部、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也曾多次来物理研究室听

取意见，这种独特的体制在当时为尽快建立和健全

物理研究室、加速原子能科学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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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中央、高等教育部、三机部的领导和支持

下，在北京大学党委的具体领导和北京大学物理系、

化学系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大力支援下，加

上国内其他大学在师资和学生调拨方面，给予无私

的援助，因此在初创时期的工作进展迅速，不但顺利

地完成了两届学生的专业培训任务，而且为今后北

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初创时期，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物理研究室

共有“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 " 组”和“北京 #$" 信箱”三种称呼! 为此，胡济

民、韩增敏、白晨曦（党总支副书记）三人于 %&## 年

%% 月 ’( 日，还专门向江隆基副校长写了书面报告：

关于“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名称使用范围的请示，

江副校长批示同意：“ 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图章

（%&## 年）%’ 月 % 日启用，它对上级领导部门报告、

请示使用，与有关单位公文来往均用“#$" 信箱”，对

外采购仪器、图书，凡已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组的仍用此名义接洽，今后新订货可改用物理研究

室! 当时为了保密，物理研究室的学生在通信上都用

“北京 #$" 信箱”，在公开场合同学间都相称“#$"”

或“物理 " 组”，这批学生直至今日，不少人见面时

还自称是“#$"”的，并以此为自豪! 当时他们去北京

大学参加活动，进校门前才佩带“ 北京大学”校徽，

出校门后要摘掉北大校徽（ 因教学大楼、宿舍和食

堂均在科学院内），这也是出于保密原因，因此当时

在科学院内一般人都不知道还有几百人规模、学习

核科学的北京大学学生!

’) 撤室建系) 全面发展

%&#* 年，全国出现了大跃进形势，核工业创建

全面铺开、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步伐加快! * 月 + 日，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召开“全国和平利用原

子能问题座谈会”，并在《 原子能干部的培养规划》

文件中指出，目前原子能专业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不

能满足原子能事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急迫任务的需

要，这给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发展增加新活力，带来

新机遇! 因此二机部（%&#* 年 ’ 月 %% 日三机部改称

二机部）党组向教育部建议，在 %&#* 年暑期北京大

学物理系、化学系（ 因为“ 物理研究室”在 %&#, 年 *
月合并到物理系、化学系领导）和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的原子能专业要招生! 于是北京大学物理研究

室第一次向全国招收一年级新生，以北京大学物理

系名义招收核物理专业本科（# 年制）一年级新生

+(( 余人，以化学系名义招收放射化学专业本科（#
年制）一年级新生 &+ 人和放射化学专业 $ 年制专修

班 ,( 人! 同时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恢复（ 延续到

%&#& 年），并从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四川大学、

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只选拔化学的）、武汉大学、厦

门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物理系、化学系三年级

选拔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学生来物理研究室

培养（本科 $ 年制）! 因此 %&#* 年秋，物理研究室共

有 ,(( 多 学 生（ 包 括 一、四 年 级 两 个 专 业 及 专 修

班），另外还有不少省、市及大学选送的代培生，全

室教职工及学生达 %%’* 人，办学规模大为扩大，为

物理研究室的撤室建系创造了重要条件!
根据形势发展，%&#* 年 %( 月 # 日北京大学校

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研究室恢复为北京大学直接领

导下的一个独立单位，这样原子核物理与放射化学

两专业又合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胡济民任研

究室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并免去胡济民物理系副

系主任职务! 仅过两个月，%’ 月 %% 日北京大学第 "+
次校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系分为三个系（ 无线电电

子学系、地球物理系和物理系），同时将物理研究室

改为原子能系（ 含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

业），并任命胡济民为原子能系主任，虞福春为原子

能系副系主任，从此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对外公开!
%&#, 年底担任放射化学组领导的徐光宪副教授，于

%&#& 年初也被任命为副系主任! 如果说 %&#* 年前

的物理研究室是一个专门为原子能事业创建需要而

建立的临时“ 原子能专业人才培训机构”，那么，

%&#* 年建立原子能系后，作为系的建制，其规模与

要求开始走向正规、稳定、全面发展的阶段，成为我

国系统培养核科技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单位，在师

生人数、固定资产、经费支持、办学规模等方面都成

为北京大学理科的一个大系! 为了适应教育规模的

扩大、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核物理专业成立

了核电子学、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物理和加速器四个

教研室（其代号分别为 %%、%’、%+、%$）；放射化学专

业也成立了放射化学、放射分析化学、核燃料化学和

辐射化学四个教研室（ 其代号分别为 +%、+’、++、

+$）! 改名为原子能系后，广大教职工更加努力提高

教学质量，同时也积极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 在广大

青年教师和职工的努力下，先后研制成功几种类型

的计数管和碘化钠晶体，满足了我系教学科研的需

要，而且在 %&#& 年我们还筹建了 - . / 计数管生产

车间和碘化钠晶体生产车间，其产品是国内首创并

销往全国各地，其中碘化钠晶体还曾送往德国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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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的国际博览会上展出&
%’($ 年，为了教学、科研需要，系里又新增设了

基础物理教学和核聚变研究两个教研室（其代号分

别为 %)，%(），大约一年后，由于工作调整，这两个教

研室又撤消了&
%’($ 年 ( 月 # 日，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理科

各系改为 ( 年制& 我系 %’)’ 年夏招收的核物理专业

与放射化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原定 * 年制，也改为 (
年制，延至 %’(# 年 + 月毕业& %’), 年招收的核物理

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 "$$ 余人，因人数过多，教学安

排困难等，故分为 ) 年制（%+" 人）和 ( 年制两批，分

别于 %’(" 和 %’(* 年毕业& 因此 %’), 年入学、%’("
年毕业的 ) 年制学生，则成为技术物理系从一年级

开始全过程培养的、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本科毕

业生&
%’(% 年 ( 月 " 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同意将

原子能系改名为技术物理系，并用此名招生& 从此技

术物理系名称一直沿用到 #$$% 年 ) 月 %, 日物理学

院成立&
%’)( 年到 %’(( 年的十年是技术物理系蓬勃发

展并不断巩固提高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技术物理系

为祖国原子能事业培养出 ##$$ 多名（有一部分延至

%’+$ 年毕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这批核科技人才

被输送到核试验基地、核武器研究院、原子能事业的

厂矿、核科学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满足了新

建的核工业部门和原子能事业单位的需要& 后来，他

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国著名的核科学专家、教授、院

士、英雄模范、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带头人或

领导者、我国核科技战线上的中坚与骨干，在科研、

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仅在前三届

毕业生中就有 ,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他们是被中央军委授予“ 国防科技工作模范”称号

的原西北核试验基地司令钱绍钧将军，核科学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

王乃彦，高能物理学家冼鼎昌，核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兰州分院院长魏宝文，核科学家、中国核工业集

团公司科技委主任潘自强，核物理学家张焕乔，核科

学家王世绩和核化学家黎乐民& 与此同时，在技术物

理系长期工作中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胡济民、陈佳

洱、徐光宪、刘元方、唐孝炎 ) 位教授先后被评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在 %’’) 年 ’ 月 #$
日庆祝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建系 *$ 周年时，技术物

理系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

朱光亚为技术物理系题写了“核科学家摇篮”，这是

对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建系 *$ 年功绩的科学总结&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被誉为我国的“ 核科学家摇

篮”也是当之无愧的&

图 %! 朱光亚题词

"! 十年动乱! 艰难图存

“文革”十年（%’((—%’+( 年），学校秩序完全

被打乱，技术物理系也受到严重破坏& 在“ 林彪一号

命令”下，只经过三天的匆忙准备，于 %’(’ 年 %$ 月

#* 日技术物理系与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力学系迁往

陕西汉中，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 这段时间的工作、

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仪器设备损失严重，部分教师流

失，办学条件缺乏& 在这种困难、复杂的条件下，%’+#
年至 %’+( 年技术物理系仍然招收了五届、共 *(’ 名

工农兵学员& 我系教师根据生源的实际情况，认真备

课，精心组织教学& 广大工农兵学员也珍惜难得的上

学机会，努力克服文化基础差的弱点，刻苦学习& 经

过师生们共同努力，完成了预定的教学计划，现在他

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称赞的

是，在汉中分校期间，广大教师仍不忘肩负的历史责

任和发展核科学事业、为国防服务的宗旨，积极开展

科研工作并探索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 年秋放射

化学专业开始招收“环境分析化学专业”学生，并积

极开展环境分析化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环境

科学输送了首批科技人才& 原子核物理专业承担了

“核爆炸现场强 ! 下测弱 " 污染仪”、“ 中子核数据

评价”、“重核裂变瞬发中子能谱”等国防任务，以

及“- 射线荧光分析仪”、“ 金硅面垒和硅锂漂移探

测器”等生产部门急需项目，经过艰苦努力，都胜利

完成任务& 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广大教师，还顶着巨大

的政治压力，积极开展“*& )./ 静电加速器预研

制”、“螺旋波导加速腔”、“ 超重核形成及稳定性”、

“重离子反应机制”等基础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丰硕

成果& 在那艰难环境下，广大教师还积极查阅文献资

料、发扬民主、开展学科发展前沿方向的大讨论，最

后确定了我系核物理专业发展重离子物理的学科方

向& 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方向的大讨论，为

#$ 世纪 ,$ 年代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建立做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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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质准备，也为 !"#" 年技术物理系搬回北京后的

迅速恢复发展、二次创业再度辉煌奠定了基础$

%& 二次创业& 再度辉煌

!"#’ 年夏到 !"#" 年春，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

怀下，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三个系搬回北京，给技术物

理系走出困境带来了契机$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内

外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势，在胡济民教授、虞福春教

授、陈佳洱教授、刘元方教授和吴季兰教授等几位核

科学家带领下，技术物理系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过

程$
!"#’ 年 # 月，技术物理系在北京恢复全国高考

的招生$ 招收了 #’ 届核物理专业、放射化学专业和

环境分析化学专业学生，同时通过考试又招收了核

物理专业和放射化学专业的两个“回炉班”（核物理

专业录取了 () 名，实际入学 *% 名）$ 所谓“ 回炉”，

即对 !"#) 年我系毕业的 +( 级、+% 级、+, 级三届学

生，因“文革”期间中断学习，回校补习基础课两年$
“回炉班”补习时间虽短，但效果很好、影响深远，经

过“回炉”的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为各个工作岗位上

的骨干$ !"#" 年 ! 月 !) 日，北京大学党委和行政部

门通知：胡济民为技术物理系系主任$ 这标志着“ 文

革”期间成立的“系革委会”以及取代教研室的“班、

排”建制彻底取消$ 随着恢复教研室、重建实验室，

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并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教学、科研各项工作也逐步开展$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

斗，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校领导的直接指挥

下，重修了技物大楼，建立了较先进的核物理教学实

验室，并于 !"’# 年建成了 #)))-* 的加速器大楼和

一批大型的核科学设备$ 例如，在汉中分校期间开始

的、由我系和上海先锋电机厂共同研制成功的 %$
,./ 静电加速器是目前国内能量最高的单级静电

加速器，它的端电压、能量稳定度、脉冲束流宽度及

束流强度均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与国际同类加

速器水平相当，是国内惟一能在 )$ *—#.0/ 和 !,—

*!.0/ 两个能区提供单色中子和脉冲中子束的单

级静电加速器，它还配有国内一流的低本底、宽敞的

中子大厅和比较完善的中子测量设备$ 它的建成对

于我国中子核参数、中子核反应测量和抗辐射等研

究以及离子束在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的应用具有

重要意义$ 中子核数据与静电加速器建设也多次获

得部级科技进步奖$ 在英国牛津大学转让的 * 1

+./ 串列静电加速器主体设备的基础上，我们自行

设计、研制并配置了气体处理系统、真空系统、控制

系统、束流输运线和四条物理实验线$ 这台结构复

杂、安装精度要求高的 * 1 +./ 串列加速器，是在基

本上没有安装图纸和没有外国专家帮助下，仅用一

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安装调试出来，并且性能有所提

高$ 参加验收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它“体现了严谨的

学风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是投

资少、效益高的一个范例”$ 这台加速器现已用于加

速器质谱计测量、离子束分析和核技术应用等领域，

尤其在顺利完成我国重大研究课题———“ 夏商周断

代工程”中，加速器质谱计的碳 2 !% 测年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为了满足教学和培养人才的需要，技术物理

系又从美国引进了 * 1 !$ #./ 串列静电加速器$ 它

也是由我系自己安装调试出来的，并自制三条物理

实验线，改进了离子源，新安装了气体循环剥离系

统，提高了加速器的原有性能，现主要用于教学及材

料科学和离子束分析研究$ 重离子 345 加速器的研

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上几台

加速器形成能区配套、离子种类齐全的加速器群，成

为我系教学、科研重要的实验基地，基本实现了我系

师生多年的心愿$ 随着大型核科学设备的相继建成，

技术物理系在教学方面也努力改革创新，加强基础

课教学，拓宽选修课内容，改善专业实验室条件，强

化外语及计算机能力的培养，逐步实现了学校倡导

的“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因材施教”的方

针$ 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广大教师得到锻炼和提高，

形成了一支由胡济民、虞福春、陈佳洱、刘元方、吴季

兰等著名教授为首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徐光宪先

生文革后调回化学系），技术物理系的综合实力大

大增强$ 在此基础上，!"’!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技

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建立的

博士点$ 为适应改革开放与学科发展，!"’( 年 , 月

!# 日，国家教委批准在技术物理系设立重离子物理

研究所，同年 # 月 ! 日学校任命虞福春教授兼任第

一任所长（当时虞先生任物理系主任）$ 重离子物理

研究所以技术物理系为依托，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

作，取得了一批又一批成果$ 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几

台加速器及有关实验室与 * 1 !$ #./ 串列静电加速

器实验室，成为我系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的一个重

要基地$ !"’, 年，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

我国第一批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 !"’’ 年，核物理

专业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 年，经单独评选，技

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进入物理学“国家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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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也称“ 理 科 基

地”，后改为“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和技术物理

系的有关实验室共同组建了重离子物理国家教委开

放实验室（%’’" 年更名为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 世纪 ($ 年代以来，我们为国家培养了大

量的更高层次人才，同时在科学研究方面也获得大

丰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在原子核理论、原子核

物理、核电子学、离子束与材料物理（ 包括材料改

性、辐射损伤、材料分析）以及粒子加速器及其应用

（包括加速器质谱计、自由电子激光与射频超导、重

离子整体分离环型 )*+ 加速技术）等方面，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世纪 ’$ 年代以来，核物理基

础研究通过国际国内大科学合作得到迅速发展，在

放射性核束物理等前沿领域进入国际竞争行列，同

时发展了高能物理实验研究方向，为北京大学建设

研究型一流大学做出了贡献&
技术物理系的放射化学专业，#$ 多年来为我国

的核工业及原子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

了拓宽专业、增强应用性，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于 %’(,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改名为应用化学专

业& 十几年来，应用化学专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原

放射化学专业中从事分析化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

早在 #$ 世纪 -$ 年代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时期，就开

展了环境化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并招收了三届环境

分析化学专业的学生& %’($ 年后，这部分教师在技

术物理系仍继续招收环境分析化学专业的学生，并

积极开展环境分析化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许多重

要成果&
%’’- 年，教育部为了拓宽基础、减少专业数量，

对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目录和研究生招生学科目录进

行调整，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数目压缩了近一半& 在新

制定的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原子核物理专业被撤

消& 因而，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本科专业从 %’’(
年开始改为物理学专业招生& 此时，硕士、博士点的

名称也改为“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同时又扩展

了“核技术及应用”博士点&
到 #$ 世纪 ’$ 年代，由于我系的骨干教师多是

本系 #$ 世纪 .$—/$ 年代培养留校的，这时教师队

伍老化现象严重，急需补充高素质的年青教师& 为此

我们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多渠道引进年轻并颇有成

就和潜力的国内外博士及选拔本系优秀博士毕业生

充实到教师队伍，并加以重点培养与扶植& 经过数年

不懈努力，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顺利完成，现在已形

成了一支以年青博士为主体的教学、科研队伍，为迎

接新世纪的挑战和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坚实基

础&
进入 #% 世纪，为了有利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学校决定进行管理体制的调整& #$$% 年 . 月 %( 日，

成立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原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

物理专业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划归新成立的北京大

学物理学院& 转入物理学院的核物理专业定名为

“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保持原

名& 现在新的技术物理系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是物

理学院下属的、相互平行的独立单位& 原技术物理系

中的放射化学专业、后改名为应用化学专业，这一部

分教师除继续从事核化学工作外，又开拓了药物化

学、无机生物化学、化工等方向工作，在 #$$% 年 . 月

学校体制调整时，并入北京大学化学与高分子工程

学院，成为化学与高分子工程学院的应用化学系& 从

事环境分析化学工作的教师，转入北京大学环境研

究中心，#$$# 年 / 月他们与北京大学环境研究中心

一起，与校内相关单位，组成新的北京大学环境科学

学院& 至此，%’.. 年为发展我国核科学事业而单独

创建的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完成其历史使命& 所属

各专业归并到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框架

下，继续蓬勃发展&

.! 与时俱进! 争创一流

,/ 年的历史是短暂的，但技术物理系在这 ,/
年中的历程是不平凡的& 她的创建、发展和历史演变

是我国核工业及原子能事业的历史发展的缩影& 她

作为我国“核科学家摇篮”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

我国核科技发展的史册，同时也为北京大学物理学

科 ’$ 年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到 #$$% 年 . 月物理学院成立之前，,/ 年来，北

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共招收了 .%(( 名学生（其中本科

生 ,%/( 名、工农兵学员 ,/’ 名、硕士生 ,"/ 名、博士

生 %%. 名），总计培养了 . 千余名核科技人才& 他们

为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核武器的研制与完善、核

科学基础研究与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由于长期教学实践和丰富科研成果的积累，我

系教师共编（译）著出版了 /% 部高水平的教材和科

技专著，其中 %# 部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材奖

或科技进步奖，这些教材和科技专著，不仅为我系的

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核科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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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科研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 "# 世纪 $# 年代

初，虞福春教授等以于群为笔名，出版了我国第一本

《核物理实验方法》的教材，同时放射化学专业以群

力为笔名，也出版了我国第一本《 放射化学》（ 上、

下），这对当时我国自编教材极端缺乏情况下，满足

核科学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到了 "# 世纪 %#—&# 年

代，卢希庭主编的《原子核物理》获得了国家级优秀

教材奖，胡济民、杨伯君、郑春开编著的《 原子核理

论》（一、二卷的第一版和修订版）获得了国家级优

秀教材奖和科技进步奖，成为我国相关专业教学必

备的教材或核科技工作者重要参考书；张启仁编著

的《量子力学》，钟云霄编著的《 热力学与统计物

理》，虞福春、郑春开编著的《 电动力学》，夏宗璜等

主编的《核物理实验》，王芝英、楼滨乔、朱俊杰、王

根福编著的《 核电子学技术基础》，复旦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 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陈

佳洱主编的《加速器物理基础》，唐孝炎、李金龙、陈

旦华、栗欣编著的《大气环境化学》，吴季兰、戚生初

主编的《辐射化学》等，都获得了省、部级优秀教材

奖或科技进步奖! 这一系列优秀教材，为我国核科学

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现在，从 ’&(( 年创建的北京大学物理教研室到

后来的技术物理系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核科学

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在新

的历史时期继续发展!
原来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现在以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组成物理学院一个新系，

仍定名为技术物理系!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是

’&%% 年全国首批重点学科，物理学院成立后，"##"
年再次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是全国第一批设立博

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校核科学的教学科研单位!
现有教职工 )" 人，其中教授（含教授级高工）’" 人

（% 人为博导，* 人 (# 岁以下）、副教授（ 含高工）%
人、讲师（含工程师）’# 人! 张焕乔院士是学科兼职

教授（博导）! 这是一支整体实力较强的老中青相结

合的教学科研队伍，其中包括本学科第一位教育部

跨世纪优 秀 人 才（ 叶 沿 林 教 授、现 任 物 理 学 院 院

长），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孟

杰教授）! 中青年教师 "" 人，其中 ’& 人拥有博士学

位! 现有在读博士生 "’ 名，硕士生 "& 名，博士后 "
名! 新的技术物理系得到了多方面的重点支持，包括

“理科基地”、“"’’ 工程”、“&%( 计划”等! 现在，学科

有了更加全面的发展，教学科研设备和条件也有明

显的改善，现拥有重要的教学科研大型仪器设备和

丰富齐全的图书资料，包括 " + ’! * ,- 串列加速

器! 承担多项重大研究项目并积极参与国内外的科

技合作，如我国投资参与的 ./0 粒子物理国际合作

重大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九七三”

计划）研究项目：《 放射性核束物理与核天体物理》

的二个子课题! 研究方向覆盖理论核物理、实验核物

理、粒子物理、应用核物理、核电子学、环境防护、及

应用交叉学科! 每年招收近 "# 名研究生! 本学科与

兰州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合作建立了“ 青

年核物理中心”，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日

本理化所、欧洲核子中心（0123）等建立了长期密

切的合作关系!
’&%) 年，在技术物理系设立的重离子物理研究

所保持原名，也成为物理学院的开展核科学研究的

重要单位! 经过近 "# 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加速器物

理与技术、低能核物理、离子束物理、医学物理等四

个研究方向，以及以“ 核技术及应用”为主、并包括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的学科建设布局! 其中“ 核技

术及应用”学科，已成为新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授予点，"##’ 年还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年和“粒

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一起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 年，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核物理研究所联合建立了“ 北京核科学中心”，

"##’ 年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建立“北

京射频超导研究中心”（ 都设在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内）! "##’ 年，依托在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

“核科学与核技术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为成员单位）

也正式成立，同年经北京市教委批准，由研究所的医

学物理研究组和北京市医疗器械研究所共同组建的

“北京市医学物理和工程重点实验室”成立! 因此，

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上与国内许多单位广

泛合作，实现强 4 强联合共同发展的局面! 现在重离

子物理研究所固定人员 5" 人，其中院士 ’ 名，博士

生导师 & 人，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高工共 ’" 人，其

中有博士学位的为 ’) 人，5# 岁以下的年轻人 ’&
人，因此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

合、以年轻人为主的朝气蓬勃的研究队伍! 研究所还

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 人，博

士后 " 人! "##" 年重离物理研究所在研的课题共 )5
项，其中国家攻关项目、国家“ 八六三”项目、“ 九七

三”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 & 项，在研课题总经费

’5$% 万元! 此外，"##" 年“ 九七三”项目“ 基于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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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的 &’&( 自由电子激光的关键物理及技术问

题的研究”正式立项，重离子物理研究所赵夔教授

出任该项目首席科学家，研究所将承担该“九七三”

项目中 ) 个课题的研究任务，研究经费 %#$$ 万元*
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得到了北京大学“#%% 工程”和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有力支持，其中

#%% 工程一期（%++.—%++,）两个项目获资助 ##$ 万

元，“+,-”计划（%+++—#$$%）" 个项目获资助 ,%) 万

元，“十五”#%% 工程（#$$"—#$$-）一个项目获资助

)$$ 万元* 此外，学校为发展交叉学科已斥资 %)$ 万

美元进口小串列加速器质谱计，亦将安装在重离子

物理研究所* 经过 #$ 年的建设发展，重离子物理研

究所现在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研究实力，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拥有了一定的科研积累* 我们相信，北京大

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并成为

我国核科学与核技术的重要的研究基地*
在新的世纪，物理学院的新技术物理系和重离

子物理研究所，以及划归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和环境

学院的老技术物理系的放射化学部分的老师们，他

们将继续为核科学事业及相关的应用学科的发展，

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时俱进、开拓进

取、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参考资料：北京大学档案馆资料、北京大学大事记和

核工业总公司编印的《中国核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

书》（核教育卷、核科学技术研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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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理新闻与动态·

!"#$%&’() 的扭曲起源
（*#$ +,-.+$/ &%-0-1 &2 ."#$%&’().）

&/0123456 是一种自组织的环形等离子体形态* 它的表

面形状类似于吐出的烟圈，它是载流等离子体处于不封闭的

磁场内形成的一种形态* 关于它的形成机理是一个长期以来

困惑着科学家们的课题* 最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 7* 81995:
和 &* ;* <=> 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他们认为，在形

成 &/0123456 的过程时涉及到某种直流发电过程，因此原始

磁场的内部将重新调整和放大，为的是能得到一个稳定的低

能态（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肥皂泡经

常呈现为球形，而不是立方体或其他形状）* 但现在还不能明

确地证明等离子体流是如何从一个不稳定的、内能较高的状

态转变成一个 &/0123456 形态的*
两位科学家利用收集到的实验图像来阐明等离子体

&/0123456 形态形成的现象，从图像上可看出，等离子体流开

始时是沿着确定的磁场作直线流动，由于发生了扭结不稳定

性（6?:6 ?:=@5A?9?@B），等离子体流开始弯曲，并扭曲成螺旋线，

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螺旋管* 螺旋管将使原来的直线磁场获

得放大* 当初始磁场超过某一阈值后，单个的 &/0123456 状

等离子体环就形成了* 因此他们相信，藉助于对磁场快速放

大的测定可以找到等离子体流形成螺旋管的物理机理*
在发展热核聚变的道路上，形成 &/0123456 状等离子体

是一个很有可能成功的途径* 因此，关注它的形成机理，将会

对今后寻找和设计新的安全能源有较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

&/0123456 形态对解释太阳日冕上等离子体行为有很重要的

意义；同时，它也将帮助我们对黑洞、银河系的核子以及其他

天体中有关粒子发生射流的物理机制有进一步的了解*
（云中客! 摘自 70B=?C59 D1E?1F G1@@12=，"$ H5B #$$"）

太阳耀斑与全球变暖
（!&3(% 23(%$. (1/ 03&4(3 ,(%’-10）

! ! 最近，美国 I>61 大学和美国陆军研究所的科学家 J*
&C5K1@@5 和 8* L* M1=@ 博士对太阳耀斑的活动与地球温度变

化之间的联系找到了新的论据* 这项研究为地球不断变热过

程的原因找到了另一种解释* 过去大家都认为：太阳耀斑与

地球气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的影响已超越了人类

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事实上覆盖在我们这个行星上的气流的

运动是极其复杂的一种湍流运动，要确定太阳耀斑的活动与

大气流动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课题，因为当太阳

耀斑突然爆炸时，它将使空气的运动规律以及它们与地球表

面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模糊不清* 这样一来，要想说明太阳耀

斑活动期间是如何造成地球温度升高的原因是很困难的* 现

在两位科学家认为，与其去专注地研究它们之间的一对一的

关系，还不如开辟一种新的研究途径*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

想法，即寻找太阳耀斑活动的统计涨落与地球温度的统计涨

落之间的关联* 他们发现太阳耀斑活动的特征可以用莱维分

布（G1E? N?=@2?A>@?3: ）来描述* 莱维分布是由莱维行走生成

的* 在自然界中，有许多的现象都可以用莱维行走来描述（如

大气流动等），当然，对于不同的现象，在相关的方程中要采

用不同的系数* 同样，对于全球及局部地区的温度涨落也是

可以用莱维行走来描述的* 在这个基础上，将描述太阳耀斑

活动的涨落与地球温度的涨落的数学方程中的系数进行比

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全球大气层温度的涨落直接与太阳

耀斑活动的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除非地球上还存在着某些

与太阳耀斑活动无关而目前科学家尚不知情的原因外，两位

科学家相信，地球上温度的变化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它的变

化主要由太阳控制的耀斑活动所影响*
（云中客! 摘自 70B=?C59 D1E?1F G1@@12=，#$ 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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