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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编者按! 今年 ’% 月是我刊资深编委顾以藩教授逝世一周年- 顾以藩先生自 ’4&$ 年开始，一直担任《 物理》杂志的

编委，$% 多年来他以极端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对《 物理》杂志的审稿、组稿以及刊物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

贡献，为编委会同仁作出了榜样- 值此顾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我们特刊出以下纪念文章，寄托我们对顾以藩教授

的哀思-

纪念顾以藩同志

何泽慧’ ! ! 张焕乔$ ! ! 苑长征’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54）

（$!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 ’%$5’"）

! ! 顾以藩同志是中科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 因 病 医 治 无 效，于

$%%# 年 ’% 月 $% 日在北

京逝世- 他 ’4"" 年 4 月

’% 日生于江苏省昆山市，

’46% 年 # 月上海中学毕

业后，考 入 清 华 大 学 物

理系- ’46$ 年 ’% 月赴苏

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

留学- ’466 年 ’$ 月至 ’46# 年 # 月，作为我国原子能

考察团成员，在苏联科学院热工实验室参加中子物

理实验研究，并在这里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国家考

试-
’46# 年回国后，顾以藩同志在中科院原子能研

究所二室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组长、助理研究

员、副研究员，参加回旋加速器上的慢中子调制器的

建立- ’46& 年 ’$ 月开始在回旋加速器及高压倍加

器上从事快中子物理实验研究，领导建立了毫微秒

快中子调制器- ’4#4 年起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4#4 年至 ’4&’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

任李政道学者和副教授，并在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

器（789:）的 7;<9= 对撞机上参加高能物理实验研

究- ’4&’ 年奉召回国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

程，担任北京谱仪簇射计数器组组长，开展预研及初

步设计- ’4&$ 年 5 月转向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二

对撞点实验方案的研究- ’4&" 年至 ’44’ 年担任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十四室副主任- ’4&5 年参加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丁肇中领导的 8" 实验

合作组，并负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二对撞点实

验区规划及工艺设计等- ’4&# 年，代表中科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小组赴日内瓦参加 8" 合作组会议并访

问西欧原子核研究中心、日内瓦大学、洛桑大学及苏

黎世高等工业大学，商讨 ?@A 等有关技术问题-
’4&# 年至 ’4&& 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二对撞

点实验中任筹备组、合作组负责人，以合作组发言人

身份赴美进行物理论证并商谈项目实施事宜- ’4&4
年至 ’44’ 年担任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科学政策

顾问委员会国外委员- ’44$ 年负责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八五”重大项目《 粲物理与 ! 轻子物理研

究》课题的《"（$7）物理》- 代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赴美洽谈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77:）实验项目

———@<B 探测器合作，访问超导超级对撞机实验室

（77:8）、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8）、麻省理工

学院（BCD）、加州理工学院（:CD）、波士顿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等单位- ’445 年作为 ?<7 合作组 "（$7）

物理课题负责人赴美在加州理工学院以及 789:，加

州大学欧文分校（E: CFG03H），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E: =0GHFI0JH），夏威夷大学（E- K1,100）等校工作

访问，协调物理合作及从事研究- 并共同发起和参与

组织 :<=> 8K: 上 :B7 实验合作，担任两负责人之

一- ’445 年 ’’ 月，参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大型

科学工程重大项目《 ! L 粲工厂》建议书起草小组，

为主要执笔人之一- ’4&$ 年至 $%%# 年顾以藩同志

先后担任《物理》、《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中国物理

快报》编委- 他一生共发表研究论文 ’55 篇，发表著

作 $ 部，先后指导硕士研究生 # 名，博士研究生 M
名-

从事科研 5% 多年来，顾以藩同志在核物理与高

能物理两个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于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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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0111 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荣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0113 年作为第一完成

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顾以藩同志于 345/ 至 3452 年参加在我国第一

台回旋加速器上建造微秒脉冲中子源，持续 01 年用

于慢中子核数据测量& 论文发表于《 物理学报》，是

该加速器上首项物理实验成果& 3452 年后，在我国

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实现纳秒飞行时间法快中子次

级能谱测量，开创了我国快中子物理实验研究新方

向，当时国际上仅有美国 678 在回旋加速器上开展

了同类实验，这使我国快中子工作较快进入国际先

进行列& 01 世纪 91—/1 年代，他与合作者一起在改

建的可变能量回旋加速器上扩展了快中子飞行时间

方法的测量能区，在国际上所称的快中子核数据

“空白能区”完成国内第一个快中子双微分散射截

面测量，达到国际同类工作水平&
34/4 至 3423 年参加美国晶体球实验期间，他

独立发展了新的光子判选程序，并被合作组在若干

末态分析中采用& 首次观察到 : ;! 粒子远离共振能

量的初态辐射产生，并在讨论中提出了应用这类现

象在高能对撞机上寻找新粒子的建议& 他与合作者

一起进行了对粲夸克偶素的研究并发现了首批胶球

候选粒子 " 与 #& 他参与撰写并发表于《物理评论快

报》（ <!=>& ?@A& 8@""& ，3420，B2：B52 和 <!=>&
?@A& 8@""& ，3420，B4：054）的论文，总引用 B11 余

次&
在粲偶素 !（0C）与 : ;! 强衰变反常的研究中，

顾以藩同志和他领导的课题组大胆提出按照末态介

子对的自旋 D 宇称组合模式以及味道关系进行分

类，针对 !（0C）与 : ;! 的准二体衰变道进行比较，

并很快发现了数例正常 !（0C）准二体道衰变，同时

首次观察到了多种 !（0C）衰变相对于 : ;! 表现为

反常的现象，与已有理论预期明显的矛盾& 344/ 年

以来，提出试图解释这些新结果的模型或构想已有

31 多个，其结果对若干理论模型做出了判定性的检

验& 他 和 合 作 者 在 0113 年 发 表 于《 物 理 评 论 》

（<!=>& ?@A& E，0113，9.：33B134）的论文对这方面

的理论与实验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 此外，他们还在

辐射衰变过程中首次测出了 !（0C）$$%’及 $% 的

衰变分支比，与 : ;! 的对应分支比相比，表现出的

压低程度，可与文献已有的理论模型进行定量比较，

与美国 <),>F= 模型计算法分歧达 3 个数量级，与我

国北京大学理论家考虑了 %’与 %+（0C）混合重要性

的估算结果一致&
顾以藩同志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在北京谱

仪上采集了约 B11 万 !（0C）数据样本，完成了 9 个

已有粲偶素的一些重要参数的高水平测量：其中 03
项分支比为国际首次测量，其余大部分数据改进了

已有测量，多数具有当前国际最高精度&
顾以藩同志工作细心严谨，纠正了多处国际粒

子物理手册及国外实验错误& 他先后发现美国和意

大利合作的 G/91 实验以及 3442 年版粒子物理手册

中涉及数据处理及引用的若干处错误& 0111 年版粒

子物理手册按照他及其学生文章中的意见，撤除了

G/91 中的 B 项有问题的数据，采用了他们建议的两

项输入数据，对手册中 35 项 !（0C）数据进行了重

新拟合& 0113 年，G/91 组成员发表论文，接受了顾

以藩等的批评意见，并就他们的思路进一步加以发

展& 0110 版粒子物理手册基于上述意见，进一步对

/4 项测量结果进行重新拟合，一共修订了 B. 项粲

偶素数据，并为此撰写了题为“!（0C）与 &+ 1，3，0分支

比”的一篇新的批注&
0110 年，顾以藩同志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学者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在 6 介子衰变中寻找粲

阈以下最后两个粲偶素（%+’（03C1）和 !+（33<3））的

具体实验建议& 论文发表后，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介子

谱学分组会主席在国际高能物理会议的评述报告中

引用了此文& 这是顾以藩同志最后一篇科研论文&
顾以藩同志从青年时期起立志献身科研事业，

参加工作后一直努力钻研业务，为我国高能物理和

原子核物理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他是我国粲偶素

物理实验研究的奠基人，使该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 他爱党爱国，一贯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生

活俭朴、廉洁奉公，并精心培养、指导研究生，堪为青

年学习的楷模&
顾以藩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但是我们将永远

纪念这位勤奋出色的科学工作者、两袖清风的中共

党员和诲人不倦的学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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