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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学会通讯

!""#—!""$ 年度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

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奖获奖项目介绍

.- 胡刚复奖

- - 项目名称：信息功能纳米材料的制备与物性测

量技术

- - 主要完成人：顾长志（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高可靠性信息纳米功能材料的制备与物性测量

技术是目前纳米科技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特别是

关于纳米材料的原位物性测量，以及纳米尺度低维

人工结构、物性与器件的研究，是目前国际上的热点

之一。顾长志研究员通过测量技术的创新，实现了

多种碳基一维纳米材料的原位物性的测量，对于理

解一维纳米材料的本征物理性质，实现在纳电子器

件与电路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单

根多壁碳纳米管的电学性质研究，实现了每层管壁

与测量电极的完美接触，观察到了多壁碳纳米管的

多通道弹道输运现象，为实现其在集成电路上的应

用创造了条件。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

注和好评，并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美国《 物理学评

论快报》上。

此外，在高可靠性信息功能材料制备技术方面，

顾长志研究员采用多种新颖的实验方法，制备出包

括纳米金刚石薄膜、碳纳米锥等碳基纳米结构材料，

特别是结合微纳米尺度的加工技术，实现了多种高

可靠性信息功能材料在纳米尺度的人工结构与相关

器件，并观察到一些低维人工结构的奇异物性，为实

现它们在未来纳电子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

础，是一项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探索性

研究工作。

多年来，顾长志研究员在纳米材料制备与物性

测量技术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高水平研究工作，取得

了许多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为国内外同行所公认，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人引用

/00 余次，获发明专利 .0 余项，并多次被邀请在国

际会议上做特邀报告。

项目名称：热声制冷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人：罗二仓（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

热声制冷技术基于热声效应而工作，具有高度

的可靠性和突出的环保特性。在发展这一国际竞争

激烈的前沿技术中，罗二仓研究员及其所领导的研

究团队立足于国内，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若

干重要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在热声技术研究领域处

于国际前列。

主要的创新成果包括：（.）提出并实验实现了

压比可达到 .& 1 以上的高压比“ 聚能型热声发动

机”，突破了很长时间以来国际上一直滞留于热声

发动机低压比而不能有效开拓热声技术利用的困

境。此外，该项技术还可使热声发动机的效率提高

/02 —302 。（/）提出了热声发动机驱动热声制冷

机的高效耦合机构 4“声学压力波放大器”，可使热

声制冷整机效率提高 /—1 倍。（1）集成以上创新

发明，在 /005 至 /006 年期间研究的完全无运动部

件热声驱动单级、双级脉冲管制冷机分别在国际上

首次突破液氮和液氢温度。此外，在国际上率先开

展了工作于普冷温区的双行波热声制冷机研究，所

取得的实验结果突破了以往驻波热声制冷系统效率

低、制冷量小的瓶颈，为取代以氟氯烃为工质的传统

制冷机带来了希望。

以上研究工作推动了热声技术的迅速发展，并

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 饶毓泰奖

- - 项目名称：相对论强激光驱动粒子加速和新型

辐射源

- - 主要完成人：盛政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强场物理是近年来随着激光技术迅速发展而产

生的新学科，而相对论强激光驱动带电粒子加速和

新型辐射源产生是强场物理的重要研究内容。其中

超热电子和高能离子的产生在快点火激光核聚变、

新型粒子加速器、以及医学诊断和治疗上具有重要

应用前景。相对论强激光与物质作用也可以产生频

率从太赫兹到？射线，脉宽从皮秒到阿秒的超高强

度辐射，它们可以在基础研究和众多应用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在过去 .0 多年里，盛政明与合作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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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同时结合实验研究，对上述方

向开展了深入系统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提出

了激光与稀薄等离子体作用中产生高能电子的逆自

由电子加速机制、随机加速机制、互调制尾波场加速

器方案，全部得到实验证实；提出了激光与固体靶作

用中高能粒子发射方向的理论，被实验证实；结合实

验观察发现了激光与固体靶作用中表面电子加速现

象，并提出了其中的逆自由电子激光加速机制；提出

了在泡沫靶中高能离子的“体加速”机制；提出了用

激发大振幅电子等离子体波中产生高功率太赫兹辐

射的理论，得到初步实验证实；在激光与中等密度等

离子体作用中高能电子的发射、强激光与固体靶作

用产生高能离子的优化条件、强激光与锥丝靶相互

作用中高能质子的发射、等离子体光栅压缩高能量

激光、等离子体波产生激光脉冲压缩和阿秒脉冲产

生等方面也作出了创新成果。相关研究论文最近三

年里平均每年新增引用超过 34% 次，应邀在重要国

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 3% 多次。

"! 叶企孙奖

! ! 项目名称：关联量子现象的微观机理与计算方

法研究

! ! 主要完成人：向涛（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向涛研究员和他领导的研究集体在密度矩阵重

正化群和高温超导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对该领

域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新概念和方法，取得了一批

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了复合算子的概

念和在动量空间实现密度矩阵重正化群计算的方

案，奠定了用这种方法处理任意长程相互作用系统

并进行量子化学计算的基础；提出了用量子转移矩

阵研究热力学量的想法，建立了量子转移矩阵重正

化群这种研究有限温度下一维相互作用多体量子系

统物理量目前最精确的计算方法；提出了用多个时

间点的密度矩阵之和来定义随时间演化的密度矩阵

的想法，建立了求解含时多体薛定谔方程并准确计

算一个多体量子系统远离平衡态的长时间行为的密

度矩阵重正化群方法。

在高温超导研究方面，他们首先指出高温超导

层间电子跃迁存在本征并且普适的各向异性，并在

此基础上预言了高温超导 1 轴超流密度和微波电导

随温度的变化规律，随后得到了大量实验的结果的

支持和验证；发现高温超导体 1 轴电阻满足的普适

标度律，从微观角度阐述了高温超导正常态 1 轴电

阻出现半导体行为的物理机理；指出不同于空穴型

掺杂高温超导体，电子型高温超导体是一个等效的

弱耦合两带超导系统，并在这种新的物理图象基础

上，构造了描述电子型高温超导体的两带模型，统一

解释了磁穿透深度等大量的实验结果。

5! 吴有训奖

! ! 项目名称：原子核的手征双重带的研究

! ! 主要完成人：孟杰（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手性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如手套、贝壳、678 分

子等，手性原子核由孟杰与其合作者于 399& 年提

出。目前，世界上有 $% 多个国家的 3%% 多个研究小

组进行手性原子核的研究。

孟杰等人于 399& 年建立了三维推转壳模型和

粒子转子模型，用于研究三轴形变原子核，发现在一

定的自旋范围会出现能量近简并的两条磁转动带 :
手征双重带，并指出其物理机制是由于价质子、价中

子和剩余核子组成的核芯分别绕原子核的三个惯性

主轴旋转，从而导致角动量分量与总角动量的关系

能够满足左手性和右手性。它的实验信号是观测到

能量近简并的两条磁转动带，并建议在质量数为

3"% 的核区寻找。$%%3 年，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声

称在实验上观测到手征双重带，《;1/<21<》报道“ 在

核物理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他们还发展了三轴

相对论平均场模型、包含对关联的粒子转子模型、二

维和三维推转的相对论平均场模型，对原子核的手

性和磁转动进行更微观自洽的研究，并预言了在同

一个原子核中可能存在多对手征双重带等新现象。

孟杰还在放射性束核物理等方面作了一些原创

性工作：他们提出的原子核的“ 磁转动”模式？？被

美国国家能源部编写的《 核物理长期规划》列为振

动转动研究的新成就；建立了相对论连续谱 =0>(><<
: ?@A@./-B@C 理论；给出实验上发现的首例晕核的

微观自洽描述；预言了“ 巨晕”现象（ 已成为国际上

主要放射 性 核 束 装 置 的 物 理 目 标 之 一）；应 邀 为

《D>@A><EE /2 D0>(/1.< 02F 7-1.<0> D’GE/1E》撰写综述

文章，介绍相对论多体理论、晕核、巨晕现象等方面

的研究 进 展。发 表 ;HI 论 文 3%% 多 篇，;HI 引 用

35%% 多次（有三篇文章的单篇引用超过 3%% 次）。

! ! 项目名称：新核素 $"48J、$496B 及 $#4?’ 的合

成

! ! 主要完成人：甘再国，郭俊盛（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

自上世纪 #% 年代预言超重稳定岛以来，超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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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直是核物理前沿研究之一。由于条件的限

制，超重核的研究在我国开展得较晚。经该项目的

研究，我国在超重核研究中取得了进展。该项目立

足国内的条件，通过熔合蒸发反应合成和研究了我

国在超铀区合成的第一个新核素 ./012，测量了其

半衰期，该结果被国外实验室用在线同位素分离器

进行了检验；同时该项目中观测的新核素 .0345、

.607!，使我国在核素研究方面达到了超重区。研

究中首次测量了 .0345 和 .607! 的 * 衰变能量及

它们的半衰期；在研究中，通过对探测器巧妙安排，

实现了对 .0345 及其衰变核分别测量，获得了母子

体的关联衰变关系。测量结果表明 ! 8 90. 亚壳在

" 8 9:0 处存在明显的影响。该项目经过十几年的

研究，研究的核区逐步从较轻的核区过渡到超铀区，

最后达到了超重区；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内外的同行

的一定反响，曾被邀请参加国际会议并作了大会报

告，并被邀请参加合作研究；9336 年 ./012 的研究

结果被两院院士评为我国十大科技事件之一；.::9
年 .0345 的研究结果被评为我国基础研究十大新

闻之一。

.::6—.::; 年度（ 首届）谢希德物理奖获奖者介绍

获奖人：谢常德（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

谢常德教授长期从事光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

作，在量子光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连续变

量量子信息等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由她主持的

国家重点基金项目“连续变量量子通讯实验研究”，

以具有原创性的方案，利用连续变量量子纠缠实现

了无条件量子保密通信，受控密集编码量子通信及

量子纠缠交换等，被国外同行引用 .:: 多次，单篇最

高他引 0< 次，部分研究成果被收入国外专著。多年

来谢常德教授刻苦钻研，兢兢业业，从不计较名利，

她在 =!>?& @AB& CA""& 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

百篇。.::6 年，连续变量量子通信研究成果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排名第一）。她还曾获得山西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曾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美国

国家标准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居里大学

等单位邀请，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各种学术活

动。她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从事科学研

究的踏实精神获得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她在给

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基地班讲授《 光学》及

给研究生讲授《非线性光学》课程中，特别注重培养

学生在物理直观、数学技巧以及对知识的领悟，特别

注重启发式教学和对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受到同

学们的欢迎。她积极参与教学改革，教学研究课题

“地方综合性大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实践”于 9336
年获山西省教委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地方综合

性大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实践与研究”于 .::: 年获

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获奖人：叶令（复旦大学物理系）

叶令同志 93;< 年根据谢希德先生在国内创建

表面物理研究基地的需要，从上无十七厂调入复旦

大学，参加了谢希德先生直接领导的表面物理理论

研究组，从事半导体表面结构和电子态的研究，是最

早的骨干之一，从 93;< 年起到谢先生去世的 .. 年

中，她一直在谢先生的身边工作，为实现谢先生的心

愿，为在我国开拓表面物理研究的新领域辛勤工作。

在国内极其有限的计算条件下，她在半导体表

面和界面的结构和电子态，纳米材料、低维体系和高

局域电子体系的电子态，D6: 等富氏烯体系和硅团

簇及多孔硅发光机理，锰系钙钛矿结构的电子态和

磁性等的理论研究方面，都作出了一些好的成果，为

复旦的表面物理研究走向世界发挥了她的作用。她

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6: 余篇（EDF G; 篇），被

国际刊物他引 /.: 余次，她是 93<3 年中国作者发表

的科学论文（ 包括自然科学、医学、技术等）被引用

次数最多的五人之一，并被收入美 H!IJ? H!I（99"!
KL)")I,）。获国家教委和上海市的科技进步奖二项。

“用计算凝聚态物理方法研究多种新型材料的结

构、电子态和物理特性”项目获得 .::G 年上海市科

技进步三等奖，为第一获奖人。93<6 年曾获得过上

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她多年主讲“ 量子力学”“ 固体物理”课程。开

设了用英语主讲的研究生课程《 EA(A+"AL MI#)+? IN
DI,LA,?AL O*""AP =!>?)+?》，并编写出版了该课程的

英文版教科书。

在培养人才上，她起了承前启后的第二代教师

的作用。她培养的第三代青年教师已成为复旦表面

物理理论研究组的学术骨干，正在独立指导更加年

轻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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