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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 !"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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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国立

科研机构之一，其前身是 45$& 年 ’ 月成立的国立中

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 45$5 年 5 月成立的北平研

究院物理研究所-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科学院将两所

接收，456% 年 & 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

究所，456& 年 4% 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蓦然回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已经走过 &%

周年的光辉历程- 八十年来，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共同

努力，物理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以凝聚态物理为主，

包括光物理、原子分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物

理等学科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 在促进物理学

前沿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发展高科技产业

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与此同时，物理研究所为

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输送了大批优秀的科研及管理

人才，为若干科研机构的筹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 国 运 沧 桑 艰 苦 创 业（ 45$&- %’—

4575- 4$）

#- $% 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局动荡，国运沧桑- 国

立科研机构从无到有，历尽磨难，艰苦创业- 45$& 年

4 月，物理研究所之雏形———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

究所物理组，经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决定筹设；

45$& 年 " 月，物理组作为理化实业研究所的三个组

之一在上海霞飞路 &55 号临时所址正式成立- 45$&
年 ’ 月 5 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 随后，理化

实业研究所分为 " 个研究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

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物理所）即宣告成立- 首任

所长为丁燮林-
45$&—4575 年的 $% 余年中，中研院物理所克服

重重困难，适应不同发展时期的需要，开拓物理学研

究领域，致力于发展中国物理科学- 其间经历两任所

长，三次改变内部组织，七易所址- 抗战期间，中研院

物理所流离颠沛，辗转昆明、桂林及重庆北碚，抗战

结束后东还上海，457& 年 7 月迁往南京-
45"$ 年，中研院物理所在丁燮林所长的主持下，

在南京紫金山西坡筹建地磁台，45"’ 年竣工- 南京紫

金山地磁台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

地磁台-
45"#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研院物理所被迫迁入

租界区暂避，后分为几个小组分头撤往内地- 根据所

里的决定，磁学研究部分迁至云南昆明- 不久，各部

又陆续在广西桂林集中，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工作-

45$& 年中研院物理所成立时临时所址，位于上海市霞飞路 &55

号（现淮海中路 4""# 号）

45"" 年，中研院物理所迁入位于白利南路（ 长宁路）&’6 号的上

海理工实验馆（后改为“杏佛实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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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地磁仪器调试室

广西桂林良丰雁山上的物理所办公室、研究室

4564 年，当中研院物理所的同志们得知 40 月发

生的日全食的全食阴影将覆盖我国东南地区时，积

极筹划了在日全食时观测地磁变化的研究课题& 物

理所随即委派陈宗器先生组队，率领陈志强、吴乾章

等人从广西桂林穿越敌占区，长途跋涉至福建崇安，

进行日全食观测，并认真分析和总结了观测报告& 之

后，又进行了数月的地磁测量工作&
4566 年秋，日军入侵广西，中研院物理所在桂林

部分迁往重庆北碚&
4563 年秋，中研院物理所各部分迁回上海，是年

冬，中研院物理所地磁台划归气象研究所& 4562 年，

中研院物理所一部分从上海迁至南京&
中研院物理所坚持电学（重点是无线电学）、光

学、磁学等物理学基础研究，坚持应用物理基本设备

的自主研制，用以武装自己和全国物理学界& 在抗战

4564 年，福建省崇安县临时地磁台（建于畜牧场内）

4564 年 44 月，吴乾章先生在测量地磁伏角（即磁倾角）

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办公楼楼牌（南京）

期间，面向军事急需，直接为国家服务，开辟了中国

地磁观测事业和磁性探矿实验，初步奠定了中国地

磁观测和物理探矿事业的基础& 作为当时全国物理

学科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研院物理所坚持为大学

教学研究仪器、中等学校理化设备及事业单位通用

设备的研制和修理等社会服务，发挥了全国物理设

备研制中心的作用&

!& !" 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国立北平研究院作为地区研究院，最初拟为国

立中央研究院的分院，后改为独立的研究机构& 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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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办公楼（南京）

45$5 年，北研院物理所旧址，位于北京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 5 号

年 5 月 5 日，国立北平研究院正式成立- 该院设有理

化部等二级机构，各部下设相应研究所- 国立北平研

究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研院物理所）作为理化

部下设机构，与研究院同时成立，首任所长为李书

华- 45"7 年撤销各部，研究所直归院属-
北研院物理所成立之初首先开展光谱学研究，

45"$ 年初又开展应用光学和压电水晶片研究，后又

45"" 年冬天，北研院物理所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盛耕雨、严济

慈、李书华、饶毓泰、朱广才、吴学蔺；后排左起：钱临照、鲁若愚、

陆学善、钟盛标）

45"$ 年，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参观北研院物理所

45"# 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参观北研院物理所

开展地球重力学研究- 456& 年北研院物理所在上海

设立了结晶学研究室和镭学研究室-
北研院物理所经历两任所长- 抗战爆发后，研究

试验设备随人员内迁至昆明；4567 年冬，迁回北平-

" ! 恢 复 重 组 为 国 服 务（ 457%- %4—

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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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1 年，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人员合影

!& "# 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4575 年 44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4561 年 0
月上旬，中国科学院决定将中研院物理所与北研院

物理所合并，组建成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4561 年 6 月 45 日，政务院任命严济慈为中国科学院

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陆学善为副所长& 4561 年 2 月

46 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以下简称应用

物理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北京城内东皇城根& 因

当时人员、设备分散，加之交通运输不便，搬迁工作

直至 4560 年 3 月才基本完成&

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物理楼

应用物理所成立之初，设有光谱学、应用光学、

磁学、结晶学和金属物理等 6 个研究室及光学仪器

厂& 456. 年，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要求，应用物理所以

发展固体物理为主要研究方向，以建立研究基础并

培养人才为中心任务；同时也担负一定的工业技术

研究任务，为经济及国防建设服务&

!&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4562 年 41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并

迁往中关村现址& 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国

固体物理学研究的若干重要分支学科都在物理所率

先设立& 进入 01 世纪 31 年代中期，物理所已初步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科学传统，以多学科、综合性著称

于国内学坛，先后取得许多国内开创性研究成果，为

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562 年，物理所迁至中关村现址，图为当年落成的物理所主楼，

该楼一直使用至今

.461 吨预应力绕带式压机，用于合成金刚石

.1 年代以来，物理所部分研究单元成建制调出，

加强其他单位建设，其中以 61 年代至 21 年代最为

集中&
4561 年，原北研物理所地球重力研究组调整到

地球物理研究所，顾功叙等随同；4561 年末，应用光

学研究室和光学仪器厂划归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王大珩等随同& 此外，还有声学、半导体、金属物

理、红外物理、高分子、固体发光、固体电子学等研究

单元及人员先后成批、成建制划分出去，在北京及京

外单独或合并建立新的研究机构& /1 年代末，中国科

学院又调整了物理所相应的学科研究领域，其中低

温物理研究室、相对论与理论物理研究室、超声及空

气电声研究室等相继从物理所分出& 此外，还有大批

人员调出加强其他新组建单位的建设& 作为全国物

理科学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物理所为国内若干科研

机构的筹建及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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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十余年中，物理所以固体物理为主要研

究方向，侧重于固体材料的研制和应用，为新中国的

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服务，取得了众多“国

内第一”，甚至是“国际第一”的科研成果：

456’ 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氢液化器-
456& 年，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锗高频大功率晶体

管-
456& 年，研制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
456& 年，在国内首次成功生长出高质量的水晶

晶体-
4565 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氦液化器-
45’7 年，在国内首次成功合成人造金刚石-
45’6 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4%5

乙）-
45#" 年，与国内单位合作完成 4- &8 猪胰岛素

晶体结构测定-
45#7 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托卡马克 9:;’< 装

置-
45#’ 年，修建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时称“一号任

务”）时，物理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其中的灯光照明

设备研制任务-
45&% 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稀释制冷机-
45&% 年，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
45&" 年，建立中国第一代超导隧道结 =9 > ?9

> ?@AB= 系统-
45&" 年 4% 月，在国内首次研制出钕铁硼永磁材

料- 中国正式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研制出第三代稀

土永磁合金的国家-
45&# 年，超导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引起国际关注-
十年“文革”期间，尽管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受到

了严重干扰，但是在当时物理所领导班子的坚持和

努力下，物理所的图书馆得以正常运行- 所内的许多

科研人员在不能做实验的情况下，把时间用来阅读

文献资料，更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思考未来的发展

方向- 部分科研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怀着对祖

国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完成了当时承担的国防科

研任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 年代，随着中美外交之门的开启，国内与国际

科技界的联系逐渐建立- 物理所相继接待了一些来

华访问的知名学者，同时受其他国家邀请，陆续参加

代表团出国考察- #% 年代访问物理所的诺贝尔奖获

得者有杨振宁，霍奇金（=- 9- CDEFG03）教授等- 45#5
年，杨国桢参加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意大利国际理

论物理中心（B9:H），同年，访问英国皇家学会-

45#" 年，由物理所、生物物理所和北京大学合作完成了 4- &8 分

辨率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第一台托卡马克 9:;’< 装置

钕铁硼永磁材料

#% 年代末 &% 年代初，物理所率先恢复学术委员

会，确定了以凝聚态物理的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 主

要研究领域为：凝聚态物理与材料、光学物理、原子分

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和理论物理中的若干领域- 同

时，注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表面物理、高临

界温度超导体探索、固体能谱等- 随后，先后成立了表

面物理研究室、理论物理研究组、超导体研究室、固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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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关门的图书馆

能谱研究室、激光研究室及真空薄膜实验室等&

4 - 改 革 试 点 走 向 世 界（ 5624& 15—

5662& 50）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物理研究所的发展注入新的

生机与活力& 物理所在全国率先进行科研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一手抓基础研究，一手抓应用开发，集中

力量研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确定了“将物理所建成

具有国际科研水平，规模适中的全国物理学研究中

心之一”的发展目标& 在发挥多学科综合性优势的同

时，按照“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原则，采取与国

际接轨的管理体制与新的运行机制，实现凝聚态物

理研究力量的优化集成，并在国内首先推行研究课

题的同行评议& 这些具有开创性的举措被人们喻为

打破一潭死水的“ 金蝉脱壳”之举，物理所从此步入

了稳步发展的崭新航程&
为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物理所率先

引入竞争机制，尝试管理体制改革& 5624 年，物理所

试行所长负责制，撤销研究室，成立研究组，实行所、

组两级管理体制；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实行研究人

员的双向选择，对未聘人员实行分流安置制度；改革

科研评价体制，开始实行课题评议制度，对研究组实

行“一年一考核，三年一调整”的制度，研究组年度考

核按工作业绩分类& 以上改革措施，得到了广大科研

人员的拥护和支持，极大地激活了物理所的活力，为

物理所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664 年 3 月，物理所被列入国家科委基础性研

究所改革试点单位& 专家组的评议意见指出：“ 物理

所是以凝聚态物理为主，包括凝聚态物理、光物理、

原子分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物理等学科的多

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机构，是我国在凝聚态物理上综

合实力最强的科研机构& 过去十多年中，物理所在液

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及研究、发展稀土———

铁族金属间化合物永磁材料、发展光折变材料、非线

性光学材料和激光晶体的结构和物性研究、光学变

换理论、铁磁磁化的微磁学理论、原子分子激发态理

论、四波混频光谱术的研究等方面做出有创造性和

开拓性的重要成果& 从研究实力上说，物理所在磁

学、晶体学、超导物理、光学物理中的一些主要方面

以及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的一些问题上，具有较

强的参与国际竞争能力& 在表面物理的一些方面，为

发展我国的分子束外延技术和制备超晶格材料技术

做出过重要贡献& ”

在此期间，物理所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的优势，集

中力量研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各个学科领域内

做出了一批具有特色、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5）低纯度钕稀土铁硼永磁材料及其产业化

5624 年 2 月，在以前研制成功的钕铁硼永磁材

料的基础上，物理所又研制出低纯度钕稀土铁硼永

磁材料，其磁性能和物理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627 年初，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正式组建，迅

速形成百吨级的生产能力，产品当年就进入国际市

场& 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国际上第三家钕铁

硼永磁材料的生产国和供应地&
（0）高温氧化物超导体

562/ 年 0 月，高温氧化物超导体研究成功，研制

出液氮温区 5118 以上条件的超导体，并首先向世界

公布了其化学成分 9* : ; : <’ : =&
（.）发展直接法处理晶体结构分析

5624 年，物理所范海福研究组就直接法处理晶

体结构分析中关于由赝对称引起的衍射周相不确定

性问题的系统研究，阐明了这一问题的原因、表现形

式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理论；建立了一套系统的

实用算法，并将这种算法纳入了直接法电子计算机

程序系统 >?@A& 这是目前国际上求解含赝平移对称

性晶体结构最有效的直接法程序&
（4）研制成功我国首台激光分子束外延设备

5663 年 7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委托王大珩

院士和吴全德院士，对物理所承担的“ 八·五”重点

项目———激光分子束外延设备的研制进行了中期评

估 ，认为“ 该项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重要成

果”，“自行设计制作完成的激光分子束外延设备，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对发展我国的材料及相关器件研

究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我国仪器设备研制的

典范”& 我国成为继日、美之后第三个拥有该设备和

技术的国家&
（7）成功制备超长定向碳纳米管列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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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年 4$ 月，解思深研究组成功制备出长达

$—"66 的超长定向碳纳米管列阵，并实现了利用常

规实验手段测试碳纳米管的物理特性- 这是首次将

碳纳米管的长度提高到毫米量级，引起科技界的关

注-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455’ 年《71).89》杂志第 $#:
卷上，这也是物理所科学家在《71).89》上发表的首

篇文章-
455’ 年 ’ 月，中国科学院凝聚态物理中心成立-

根据中科院的决定，一定时期内，“中心”和开放实验

室并存运行，逐步实现“中心”和开放实验室一体化，

向新型的现代化研究基地过渡-“ 中心”实行“ 开放、

流动、竞争、联合”的运行机制- 组建凝聚态物理中

心，呈现“中心”与物理所并存的新型体制格局- 时任

物理所所长杨国桢院士总结说：好似物理所是个大

圆，凝聚态中心是个小圆，大圆之中有小圆-“中心”

的学术方向更为集中-
455& 年底，物理所首批进入中科院国家知识创

新工程，以凝聚态物理中心的研究组为主要力量的

科研队伍随即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通过小圆长

大（指进入“中心”的研究组逐步优化、增加）和大圆

缩小（指中心之外的研究组逐步调整减少），实现大

圆、小圆的重合- 组建凝聚态物理中心的实践为物理

所顺利进入并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八十年代之后，在国外华人科学家的支持下，物

理所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新的姿态走向

世界- 物理所科研人员的出访以及国外科学家的回

访日益频繁，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多- 诺

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萨拉姆（;1/16）、普罗霍洛夫

（</9=>13?8 @0=(10/AB02( C8A=(A8AB）、布洛姆伯根（7-
D/A96E98F93）、缪 勒（G18/ <- @.//98）、希 格 邦（ G-
;09FE1(3）、穆斯堡尔、李远哲等教授先后访问物理

所，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和袁家骝夫妇、诺贝尔

物理奖委员会主任埃克斯蓬（H- I=>*A3F）、高温超导

专家朱经武等也分别到物理所访问-

J! 创新跨越 ! 持续发展（4555- %4 至

今）

455& 年，中 国 科 学 院 迎 来 又 一 个“ 科 学 的 春

天”- 中国科学院开始实施知识创新试点工程，成为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先导、示范和重要组成部分-
物理所是首批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

点的研究所之一- 4555 年以来，物理所按照试点要

求，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优化学科布局，调整组织

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为实现“创新跨越、持续发

展”的目标而努力-

!- "# 凝炼学科目标，优化学科布局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物理所本着研究方向

既要体现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 知识创新”要

求，又要反映出研究所的优势和特色，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方针，在注重充实加强超导物理、磁学、

表面物理、光物理等原有优势学科的同时，整合组建

了先进材料与结构分析、极端条件物理、纳米物理与

器件、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等实验室，另外新组建

了软物质物理、固态量子信息与计算等瞄准新的学

科方向的实验室及以提供高水平技术支撑为宗旨的

微加工实验室，形成了适应目前发展需要的学科布

局和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
$%%" 年，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依托物理所筹建

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 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

实验室在基础研究方面追求长远目标取得重大科学

突破；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立足国家需求解决重大

技术问题- 该实验室将集人才、装备、资金优势为一

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开创国际科学前沿的新生长

点，形成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国际一流的凝聚态物

理研究基地-
近 4% 年来，物理所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取

得了累累硕果- ;KL 论文收录和引用数持续位居全国

科研机构前列- 自 $%%" 年物理所高端论文（71).89 M
;209329 M N<K; M COP 等）发表突破 $% 篇，$%%’ 年达到

历史新高，共 :’ 篇- 具有重要影响的基础和应用研

究成果不断涌现-
（4）轻元素纳米材料的制备和表征及表面生长

动力学的研究

王恩哥研究组成功地制备出了结构完整、硼和

氮含量较高的三元共价硼碳氮（DK7）单壁纳米管-
同时发展了一种等离子体低温化学汽相沉积技术，

制备出了各层手性一致、结构完整的多壁碳纳米管-
（$）金属薄膜材料的量子效应研究

薛其坤研究组通过精确控制金属薄膜的原子层

数，在半导体硅基板上制备出目前世界上质量最好

的铅薄膜- 他们与赵忠贤、王恩哥以及美国研究者合

作，从实验和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了量子效应对电子

结构的影响，观察到了量子阱态形成对费米能级附

近电子态密度和电声子耦合强度的调制行为，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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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薄膜超导转变温度随薄膜厚度的振荡现象&
（.）纳米信息器件的相关基础研究

高鸿钧研究组通过 678 手段同时清晰地分辨

出单胞中的所有 3 个 9:;" *"<=; 和 >0 个 *?*"<=;；在

@<"*A*,: 分子固态薄膜中实现了分子导电性的转变

和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相关工作两次荣获“中国十大

科技新闻（进展）”&
（B）超导 45 薄膜垂直临界磁场的量子尺寸效应

研究进展

赵忠贤研究组与所内人员合作，在首次发现量

子尺寸效应对超导临界温度调制作用的基础上，进

一步发现了量子尺寸效应对垂直上临界磁场（C+0
"）的显著影响& 这种量子调制对研究二维系统的性

质和量子器件的设计都具有重要意义&
（D）大块非晶材料研究

汪卫华研究组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研制出一

种集聚合物塑料和金属的特点于一身的、具有非晶

结构的新型材料，并将之命名为“金属塑料”& 这种材

料在很多领域都具有潜在的应用和研究价值& 它不

仅为深入认识金属玻璃的形变规律以及过冷液体提

供了理想的模型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将聚合物塑料

和金属这两类最广泛使用的材料更有机的结合起

来，为开发新材料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3）>B1 英寸大型背投全固态激光彩色投影电

视样机

物理所与理化所、成都光电所、长春光机所、光

电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在 0110 年于国内首次实现全

固态激光全色显示，011.、011B 年实现 31 英寸前投

和背投原理性演示，在此基础上，0113 年成功研制出

>B1 英寸大型背投全固态激光彩色投影电视样机，标

志着我国进入国际激光彩色显示技术开发的先进行

列，为抢占彩色激光电视产业制高点奠定了坚实基

础& 该技术成果已被 0112 年奥运会比赛场馆之一

———国家游泳中心采用&
（/）锂离子电池产业化

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高功率车

用锂离子电池制造商，在锂电动力自行车领域的市场

占有率为中国第一&
（2）碳化硅（6)E）产业化

陈小龙研究组自 >FFF 年开展碳化硅晶体生长

研究工作，在攻克晶体生长关键技术并获得高质量

晶片之后，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碳化硅晶体生长技术

的产业化工作，与合作方共同成立了国内首家致力

于碳化硅晶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北京天

科合达蓝光半导体有限公司，在国内首次建立了一

条完整的从切割、研磨到化学机械抛光（E84）的碳

化硅晶片中试生产线& 其产品的中试成果，标志着碳

化硅晶片的国产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F）一种新型磁随机存取存储器原理型器件

韩秀峰研究组研制了一种新型的磁随机存取存

储器（8@G8）原理型器件& 这种新型磁随机存取存

储器采用 >11,= 尺度下的磁矩闭合型纳米环状磁性

隧道结作为存储单元，采取正负脉冲极化电流直接

驱动比特层磁矩翻转的工作原理，可以克服常规

8@G8 所面临的相对功耗高、存储密度低等瓶颈问

题& 基于这一新的设计理念和结构，可以极大的提升

研制高性能低成本 8@G8 产品的可行性，从而提高

8@G8 的 生 存 力 和 竞 争 力，有 利 于 加 快 国 际 上

8@G8 产品研发及产业化的步伐&

!& "# 创新管理模式，汇集学界英才

物理所遵循“ 利用机会发现人才，创造条件吸

引人才，大胆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按照“ 不求所

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坚持“ 引进与培养”相结合，

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顺利完成了人才队伍的代

际转移& 目前，物理所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0 人，中国

工程院院士 > 人；“百人计划”入选者 .. 人；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D 人& 此外，物理所共有 3
个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

金&
自 011D 年开始，为了完善“ 百人计划”招聘方

式，物理所连续多年在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召开

期间举行招聘会& 这项“走出去”的举措，将人才引进

方式由“坐等上门”变为“ 主动出击”，为海外优秀留

学人才回国工作提供“ 直通车”，从而吸引了更多的

优秀人才到物理所工作&

!& $# 自主研发设备，促进原始创新

截至 011/ 年末，物理所的科研设备资产总额比

>FF2 年翻了两番& 物理所开始注重从完全购买大型

设备转向自主研制开发，并取得了若干成功的经验&
同时，着重培养高水平的技术队伍，为出原创性成

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首台真空紫外激光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物理所与相关单位共同合作，成功研制出国际

首台真空紫外激光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该系统从

设计、装配、调试等全过程，全部自主独立完成，其中

涉及的非线性光学晶体和相关的激光倍频专利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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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完全是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主要技术指标均处

于国际领先地位-
（$）自行研发超强飞秒激光装置

自 455# 年起，物理所开展超强飞秒激光装置研

制和应用的研究，先后研制成功峰值功率 4- 6 太瓦

的“极光 7”装置、$% 太瓦的“极光 77”装置以及大于

"8% 太瓦的“极光 777”装置- 利用这些激光装置，研究

人员开展了系列有重要影响的高能量密度物理实

验，并取得重要进展-
（"）超高真空低温强磁场双探针扫描隧道显微

镜 9 谱系统

为了开展纳米尺度下自旋与电荷同磁场相互作

用的研究，物理所成功地完成了超高真空低温（ 变

温）强磁场双探头 :;< 与分子束外延联合系统的研

发- 目前该系统被用于开展半导体衬底上原位制备

的超薄单晶金属薄膜中电荷与自旋输运特性的研

究，并已获得初步的结果-

!- "# 加强技术支撑，满足科研需求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体系是物理所开展探索国际

科学前沿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研究工作的必备条

件，同时也是物理所作为国立研究机构在研究模式

上区别于其他研究机构的关键要素之一-
微加工实验室是物理所公共技术条件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协作实验室之一- 它的建

立使物理所凝聚态物理基础研究的能力得到实质性

提高，其开放的国际化运行机制为所内外学术交流、

合作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 !# 完善评价体系，深化制度改革

物理所通过实行国际专家评价制、秘书制、首席

工程师制、教育督导制，不断深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改革，为所内外研究人员提供快捷、准确的分析测

试服务，使物理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物理所自 $%%4 年 5 月开始实行国际专家评价

制，在三年一次的课题调整工作中，聘请国内外相关

领域的知名学者组成国际评价专家组，以现场或信

函评价形式对研究所过去三年中的研究工作水平和

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系统评价- 将科研工作放到国

际平台上评估，有力促进了物理所科研工作的发展-

!- $# 增进学术交流，参与国际合作

物理所加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力度，高水平

的学术活动频繁- 除设立了崔琦讲座、中关村论坛、

前沿讲座等所级学术活动外，实验室级以及课题组

都有高水平的学术活动- 国际交流继续保持良好的

态势，年均来访人员近 6%% 人次；年均出访达 "$% 多

人次，约有 4%% 人次应邀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上做

了学术报告-
$%%% 年 4% 月 $’ 日，作为中国科学院实现跨单

位、跨国界强强联合的一个“研究特区”，中国科学院

国际量子结构中心在物理所正式挂牌成立- 该中心

汇集了国内外低维物理及相关领域一批优秀的青年

科学家，拟通过实验和理论的优化合作对量子体系

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强力攻关，以期形成

该领域国际公认的一流研究群体，为做出创新性工

作创造条件与机遇-

’! 展望

回首 &% 年，经过几代物理所人的共同努力，谱

写了辉煌的篇章，为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 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以来，物

理所在大力发掘、传承研究所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立足已有基础，凝练科技目标，荟集优秀人才，优化

研究条件，营造和谐环境，研究所的综合实力得到稳

步提高，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高技术产业

化方面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当前，以物理所为依托的

“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建设工作正在逐步

推进，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三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工作正式启动，这必将为物理所的创新跨越、持续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物理所将再接再厉，积极探索国际

科学前沿，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做知识储备，为我国

科技事业的兴盛和民族富强而不懈努力-
放眼未来，物理所人必将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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