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

·中国物理学会通讯·

!""#—!""$ 年度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王淦昌

物理奖介绍

!" 饶毓泰物理奖

项目名称：飞秒时间分辨光谱技术及超快光子学新

材料研究

主要完成人：龚旗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该项目总结了龚旗煌和由他领导的研究集体

!##! 年至 $%%& 年间，立足于国内在飞秒光谱及应

用和材料非线性光学性质研究中取得的成果’ 如建

立了飞秒时间分辨荧光上转换实验平台，研究了三

乙胺酸分子的荧光衰变特性’ 验证了该类分子激发

态无势垒异构理论（()* 理论）；将飞秒激光用于超

快光声光谱研究，建立了飞秒超快激光光声光谱分

析系统和薄膜厚度测量的新方法；建立了飞秒时间

分辨的光克尔实验系统，研究了富勒烯及其衍生物

的光学非线性，说明了电荷转移过程对提高富勒烯

分子的光学非线性有重要影响’
这些研究工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国内外重

要期刊上发表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数十篇，得到同

行上百次的正面引用和评述’

$" 叶企孙物理奖

项目名称：+ 射线与中子在非理想单晶中的衍射、消

光及其应用

主要完成人：胡华琛（中国原子能研究院）

晶体学界对 + 射线和中子在非理想单晶中的

衍射一直缺乏精确的描述，成为理论上的难题’ 胡华

琛是 $% 世纪 ,% 年代彭桓武和黄祖洽院士挑选的第

一批从事原子核反应堆理论的科学工作者之一，受

到过严格的理论和数字计算工作的训练’ 改革开放

后十几年以来，胡华琛研究员通过深入研究，成功地

在物理意义上解释清楚了 -./012 于 !#$$ 年提出的

传输方程组，并将其成果系统地应用到了平晶、柱晶

以及球晶上，得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成果’ 胡华琛的

研究结果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她被邀请改写了

$%%3 年已出版的国际晶体学表（ 4256/2.5172.8 9.:86;

<7/ (/=;5.887>/.?@=，A78’ (）中的有关章节，表明她的

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性并得到承认’
胡华琛对柱形 B 球形单晶的衍射研究也作出了

重要贡献’ 她不但求得了柱晶 B 球晶的消光因子，并

且首次算出了衍射束射出柱晶后的分布，从而彻底

澄清了柱 B 球晶的衍射几何问题，否定了若干“ 权

威”的说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在直接应用上，

胡华琛创造了“ 层状耦合”及“C7256 (./87”等三种

计算非理想弯晶衍射强度的方法’ 其中“ 层耦合模

型”是迄今为止国际上唯一能用来计算非理想畸变

晶体单色器反射率及积分反射率的方法’ 胡华琛多

年来在非理想单晶衍射理论上的工作已经开辟并占

据了这一领域，也显示了她在晶体学领域重要的研

究地位’
项目名称：低维强关联电子系统的理论研究

主要完成人：王玉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王玉鹏研究员一直从事低维强关联电子和自旋

系统方面的理论研究，该领域是目前国际上凝聚态

物理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他和他所领导的小组研

究了低维强关联电子系统中的近藤问题，提出“ 鬼

自旋”和部分近藤屏蔽效应，取得了国际上有影响

的成果，所发表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已被引用 #D 次，

多次应邀在国内外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他独立提出

了可解的自旋梯子模型，并研究了它的基态、激发态

及其量子相变问题和量子临界行为，已成为自旋研

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模型，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成果发表仅四年多，单篇引用率就已达 &# 次’
此外，王玉鹏研究员在量子线中的反共振隧穿

机制、量子点中的自旋阀破坏机制、轻稀土掺杂 !$&
高温超导体的超导淬灭机理和实验佯谬阐释、扭曲

边界自旋链中的 ;?1/.8 ;?1272 概念的提出、以及空穴

掺杂自旋 B 轨道耦合系统 ? B 波单态超导电性的可

能性等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 王淦昌物理奖

项目名称：转动对称性，束缚态和散射相移

·#%#·



! "# 卷（$%%& 年）’ 期

主要完成人：马中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转动对称性是物理学中的一种基本对称性( 孤

立多体系统的整体转动自由度应该可以与其他自由

度完全分离开来，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这

项工作采用广义球谐多项式方法，找到了独立、完备

的角动量本征函数基和一组适当的内部变量，不带

任何近似推导出量子多体系统广义径向函数满足的

方程，将系统的整体转动自由度分离开来，并且径向

函数和径向方程个数是有限的( 方法具有原始创造

性，部分内容已进入量子力学最新教材( 基于方法精

确，有可能在微观多体理论中得到应用，特别在三体

问题研究中有明显优越性(
)*+,-./- 定理是量子力学中关于粒子在相当广

泛的一类势场中散射相移和束缚态数目之关系的一

个定理( 马中骐的工作纠正了文献中关于 0,123 方

程 )*+,-./- 定理的错误结果，他是正确表达 4 5 $ 自

旋粒子 )*+,-./- 定理的第一人(
在量子群理论方面，和别人合作推导了 6 变形

的 " 7 8 符号和 ’ 7 8 符号解析公式，并出版了专著(
他重视总结科研中得到的群论应用的多种方法，结

合教学实践，归纳成多本优秀群论教材，在国内外著

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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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激光尾场加速器

最近由法国科研中心（9:;<）的维克多·莫卡（=,3>/1 ?2@A2 ）领导的小组、由英国伦敦皇家学院的斯多

达·孟格利斯（<>B21> ?2-C@*. ）领导的小组和由美国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D:)）的威马·里门斯

（E,F )**F2-.）领导的小组分别成功地研制成新型的激光尾场加速器( 他们让一束强的激光脉冲进入气体

或等离子体，这时激光束的电场可以对运动着的电子进行加速，加速的电子会被相对静止的离子库伦场阻

尼( 而等离子体波将沿着激光脉冲的尾场运动( 一般来说，加速的电子具有不同的能量；但在一定的条件下，

负载着电子运动的等离子波可以使运动着的电子在适当的时间停止加速过程，从而使所有的电子具有相同

的能量( 这就是激光尾场加速器的基本原理( 现在法国和英国的两个研究组分别精确地调整了激光脉冲与等

离子体的参数，得到了能量约为 4G%?*= 和 G% ?*= 的准直电子束( 美国的研究组却采用了三条激光束，其

中两条激光束用来产生等离子体，而第三条激光束用来产生加速电子的尾场，这种方法可以避免衍射的淬火

效应而延长等离子体加速的距离，他们生成了能量为 H% ?*= 的电子束( 这三个研究组都可以在 "FF 的距

离内获得单一能量的电子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何景棠! 译自 IJK.,3. L/M2K，:/+( $%%#）

棒状原子核

在丹麦 :/1M,>2 实验室工作的 N*->21/ E2>2-2O* 认为，在超新星爆炸中，可能出现棒状的甚至是片状的

原子核( 那时通常表现为硬的、球形的、高密度的（" P 4%4# C 5 3F" ）核物质变得稀薄，平均密度只有普通核物

质的一半( 核Q棒Q仍紧密地分布在恒星中，（像液晶那样），而这些核Q棒Q可能结合成片状的核物质(
N*->21/ E2>2-2O* 和他在日本的一些研究所的同事们在探索模拟超新星中的细微的问题时提出了这种

新的核形状( 日本的科学家预计在模拟超新星核心的崩塌中，将“面团”状态（棒状与板状核状态的总称）考

虑进来将有助于使他们对超新星爆炸的模拟更接近实际(
“面团”状态的核物质会处在超新星崩塌的核心的中心区，而崩塌产生的冲击波传播和停止的区域要离

中心区远得多( 来自中心区的中微子会产生“中微子加热”，从而再激活冲击波( 如果存在着“面团”状态，而

不仅仅是均匀的核物质的话，这样的构想是更加可能的( 有关论文见 E2>2-2O* !" #$( IJK.( ;*+( )*>>( ，$%%&，

R#：%"44%4(
（树华编译自 IJK.,3. :*S. TUM2>* :BFO*1 G4H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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