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卷 (2023年) 9期

中国物理学会通讯

2022—2023年度中国物理学会各项
物理奖获奖名单及介绍

1 谢希德物理奖：隋曼龄

北京工业大学隋曼龄教授立足

于原位电子显微学领域，自主发展

原位实验技术，针对材料在力、

热、光及水环境等使役条件下的微

观结构演变与性能关系开展研究。

利用原位电镜在发现金属玻璃具有

微观尺度拉伸塑性及揭示金属材料

塑性形变机制方面取得了有影响力

的原创性成果。首创光/液相环境原

位透射电镜表征技术，并在光催化

产氢机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发展

对电子束辐照敏感材料的表征方

法，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性能优

化和稳定性机理研究中取得成果。

2 谢希德物理奖：薛鹏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薛鹏研

究员长期从事量子信息和量子光学

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在量子行走的

机理和模型及其在量子信息中的应

用等方面取得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

成果，包括：在理论上设计并首次

实验实现宇称—时间对称的量子行

走，观测到新型拓扑边界态和新的

体边对应关系；克服以往量子行走

方案中的不可控制性，创造空间域

量子行走的最长演化记录；利用量

子行走实验检验了非定域性和互文

性的关联，揭示了量子纠缠是普适

的量子资源，佐证了量子力学的完

备性。

3 萨本栋应用物理奖：朱瑞

北京大学朱瑞研究员长期从事

光电材料与器件物理研究，在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器件制备、物理机制

认知和应用拓展研究方面取得了多

项重要成果：发展一系列创新调控

方法，创造了反式结构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

发展多种先进表征诊断技术，阐明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器件中的物理

规律和调控机制；率先提出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技术在临近空间飞行器

应用的创新思路，将电池带入距地

35 千米的临近空间开展应用探索，

填补了我国在该方向上的空白。

4 萨本栋应用物理奖：陈焕阳

厦门大学陈焕阳教授在变换光

学及其应用物理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成果。他和合作者设计实现了自聚

焦透镜、多模交叉器件以及光学黑洞

微腔等光学工程新应用；把变换光

学推广到表面水波的调控，为潮汐

能及海浪防护工程等提供新的设计

思路；建立了变换声学的等效原理

和理论架构，设计了三维声学隐

身、声学幻象以及海豚仿生声场调

控，产生新的学科交叉增长点。研究

成果跨越微纳光学工程和大型海浪

水利工程，并入选英国物理学会评选

的2008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等。

中国物理学会2023年奖励公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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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授予北京工业大学隋曼龄教授和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薛鹏研究员 2022—2023 年度中

国物理学会谢希德物理奖（女物理工作者）；授予北京大学朱瑞研究员和厦门大学陈焕阳教授

2022—2023 年度中国物理学会萨本栋应用物理奖；授予北京大学刘雄军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陆凌研究员 2022—2023 年度周培源物理奖；授予复旦大学向红军教授和香港大学姚望教

授 2022—2023 年度中国物理学会黄昆物理奖（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授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万宝年研究员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坚教授 2022—2023 年度中国物理学会蔡诗

东等离子体物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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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培源物理奖：刘雄军

北京大学刘雄军教授从事超冷

原子和凝聚态物理研究，在冷原子

中首次提出自旋霍尔效应模型；与

合作者首次人工合成超冷原子的二

维狄拉克型和三维外尔型自旋轨道

耦合，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态和外尔

半金属的基础模型；在量子模拟方

面提出系统化的拓扑物态实现、调

控和探测方案，广泛推动了实验研

究；证明时间反演对称拓扑超导中

的马约拉纳零模满足非阿贝尔统

计，进而提出对称保护非阿贝尔统

计的基本概念，并建立相关理论。

6 周培源物理奖：陆凌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陆凌研

究员的研究方向为拓扑光子学，他

与合作者在首篇领域综述文章中起

名“拓扑光子学”被沿用至今；在

光子晶体中实验发现了外尔点，是

外尔准粒子在理论预言 86年之后的

首次实现；发明了拓扑腔面发射激

光器，为拓扑物理的实际应用找到

了突破口。

7 黄昆物理奖：向红军

复旦大学向红军教授的主要研

究方向为铁电性和多铁性的理论计

算研究。在铁性机制研究方面，他

与合作者提出了自旋序诱导铁电性

的普适极化模型，给出了一大类多

铁的一般物理图像；发现了二维铁

电性反常增强的新机制和氧八面体

转动增强铁电性的反常机制。在铁

性材料计算方法和软件发展方面，

他提出了计算磁相互作用及磁电耦

合强度的四态法，发展了可同时处

理多个自由度的一般性有效哈密顿

量方法，自主开发了铁性材料性质

分析和模拟软件包PASP。

8 黄昆物理奖：姚望

香港大学姚望教授近年来的研

究聚焦于原子厚度二维材料及其转

角堆叠结构中的量子自由度。他与

合作者首先提出了谷光学选择定

则、谷霍尔效应、谷磁矩等概念，

为基于能谷自由度的光电信息处理

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二维过渡金属

二硫化物中给出了具体预言，并同

实验组合作首次实现了若干谷光电

调控，引领了“谷光电子学”这一

新兴领域的发展，首先提出了转角

二维半导体中的莫尔激子概念。

9 蔡诗东等离子体物理奖：

万宝年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万宝年研究员带领团队依托我国

EAST 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在长脉

冲高约束先进运行模式研究中取得

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发现了改善高

约束和维持稳态运行的新机理和新

方法，尤其是解决了高约束模式下

非感应电流驱动、缓解边界局域模

且不降低约束性能等难题，实验获

得了接近聚变堆物理条件的完全非

感应高约束长脉冲等离子体，被国

内外同行认为给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 ITER稳态运行提供了可选的参考

方案。

10 蔡诗东等离子体物理奖：

郑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坚教授的

研究方向是惯性约束激光聚变和高

能量密度物理。他与合作者提出了

等离子体的激光汤姆逊散射诊断理

论，并成功应用于我国多个激光聚

变实验装置；提出了相对论超热电

子在穿过金属靶面时所产生的相干

渡越辐射理论并应用于超热电子输

运诊断实验；在激光与大尺度等离

子体的相互作用不稳定发展的理论

和实验诊断、激光等离子体中的

能量输运以及X射线辐射能流诊断

技术发展等方面取得有影响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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