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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中国物理学会各项
物理奖获奖名单及介绍

1 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

奖(实验技术)：陈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辉副

研究员从事极低温—强磁场扫描隧

道显微镜技术及其应用研究。他与

合作者发展了多级电磁屏蔽技术并

提高能量分辨率。基于高分辨扫描

隧道显微镜技术，在原子尺度系统

研究了“笼目”金属表面与新型二

维材料的原子构型与新奇物性，发

现了“笼目”超导体中的配对密度

波与“笼目”磁性金属中的“自旋

轨道极化子”，实现了石墨烯纳米岛

原子级精准可控、按需定制的“折

纸术”，为新型低维材料精准构筑与

物性调控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2 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

奖(实验技术)：杨建成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杨

建成研究员从事强流离子加速器束

流动力学和关键技术研究。带领团

队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总体设计和关键

技术攻关，创新突破了新一代强流

重离子加速器非谐振快循环加速技

术瓶颈，核心指标国际领先；成功

研发我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医用重离子同步加速器，结构独

特、周长世界同类装置最短，实现

多项国际先进指标；成功研发我国

首台空间环境地面模拟专用离子加

速器，为航天空间辐照研究提供先

进实验平台。

3 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

奖(光学、声学与原子分子物

理)：吴健

华东师范大学吴健教授的研

究方向为超快激光物理，他与合作

者在分子超快动力学的精密测量与

控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作为 30多

年来第一个实验揭示了分子内电

子—核共享多光子能量的新现象，

重新认识分子吸收光子能量这一光

与物质相互作用的首要过程；实验

测量了分子内电子阿秒局域隧穿

位置和方向，验证了物理学家 20多

年前提出的电子局域增强分子电离

的假设；实现了分子振转波包精密

操控，实验演示了分子超快缓存的

概念。

4 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

奖(光学、声学与原子分子物

理)：许秀来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许秀来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低维半

导体光电物理与器件。他与合作者

研究了半导体单量子点中量子态的

高精度操控与探测；利用单量子点

与光子晶体微腔的强耦合首次实现

中国物理学会2022年奖励公告

2022 年，经中国物理学会各项物理奖评选委员会评审，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奖基金委员会审

议，决定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辉副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杨建成研究员

2021—2022 年度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奖(实验技术)；授予华东师范大学吴健教授和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许秀来教授 2021—2022 年度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光学、声学

与原子分子物理)；授予浙江大学袁辉球教授和清华大学姚宏教授 2021—2022 年度中国物理学

会叶企孙物理奖(凝聚态物理)；授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魏龙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刘玉鑫

教授 2021—2022 年度中国物理学会吴有训物理奖(原子核物理)；授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李海波研究员 2021—2022 年度中国物理学会王淦昌物理奖(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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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光子激子极化激元，并利用 p

轨道激子突破偶极近似提升了极化

激元的耦合强度；结合光学微腔与

波导的集成，实现了确定性的自旋

光分束，拓展了半导体单量子体系

的片上集成与应用。

5 中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

奖(凝聚态物理)：袁辉球

浙江大学袁辉球教授主要从事

低温、高压、强磁场等极端条件下

关联电子材料的奇异电子态研究，

在重费米子和超导等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进展。他和合作者在纯净

铁磁材料体系中发现了铁磁量子临

界性及奇异金属行为，在重费米子

化合物中发现了近藤外尔费米子激

发以及重费米子超导与量子临界性

的多重性，揭示了重费米子超导、

非中心对称超导以及时间反演对称

破缺超导的一些独特性质及其新颖

超导配对态，系统研究了铁基超导

体的上临界磁场。

6 中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

奖(凝聚态物理)：姚宏

清华大学姚宏教授主要从事强

关联量子物态和超导的理论研究。

姚宏和合作者首次提出了自发破缺

时间反演对称性的非阿贝尔量子自

旋液体的严格可解模型，被国际同

行称为Yao—Kivelson模型；首次提

出了自旋旋转对称的量子自旋轨道

液体的严格可解模型，被国际同行

命名为“姚李模型”。他理论发现三

维外尔半金属的超导量子相变具有

演生超对称性，是三维凝聚态体系

中实现超对称性的首个范例。他原

创性地提出马约拉纳表象来解决一

系列量子模型的费米符号问题。

7 中国物理学会吴有训物理

奖(原子核物理)：魏龙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魏

龙研究员长期从事核分析、核成像

技术研究，在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

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包括：与合

作者以正电子谱学的方式揭示了半

导体以及过渡族化合物的微观缺陷

及其演化规律，研制了基于电子直

线加速器的慢正电子强束流系统；

率先在国内开展编码孔径成像的辐

射安全应用，解决了高本底环境下

的噪声抑制问题，提高了成像灵敏

度；推动了射线成像技术在生物医

学及精密测量等领域的应用；研制

了高性能小型 PET等一系列科学仪

器设备。

8 中国物理学会吴有训物理

奖(原子核物理)：刘玉鑫

北京大学刘玉鑫教授在多体和

少体量子系统的代数研究方法、强

相互作用物质、QCD和原子核形状

相变、极端条件下的原子核结构等

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尤其是对

无法确定热力学势的非微扰强作用

系统建立了相变判据，预言了QCD

相变的相边界曲线和临界终点状

态，建立了非微扰QCD的相互作用

模型，建立了超形变、相变临界点

等奇异核态的代数模型。

9 中国物理学会王淦昌物理

奖(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

变)：李海波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

海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正负电子对

撞实验物理研究。2005年起参与北

京谱仪 III (BESIII)物理预研究工作，

与合作者在BESIII实验中开展以下

研究工作：(1) 参与开展粲介子和粲

重子的实验研究；(2) 利用BESIII实

验开展夸克碎裂函数的研究；(3) 开

展正反超子衰变中CP破坏和稀有衰

变的实验研究，为理解强子物质基

本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性质提供了重

要的实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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