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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0 年物理科学一处评审工作综述

张守著- - 倪培根- - 丘志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物理科学一处- 北京- 1///23）

- - .//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各项评审工作已经基本结

束，现借《物理》期刊，将物理科学一处评审情况综述报告呈

送相关专业的广大物理学家，并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

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该总结能对下一年度拟

在本科学处申报项目的专家有一定参考意义&

1- .//0 年度概况
.//0 年度物理科学一处共受理各类项目 1/40 项& 表 1、

表 .、表 5 分别给出 .//0 年受理与批准的总体情况，以及与

.//3 年比较情况& 其中，面上项目包括自由申请、青年基金和

地区基金&

表1- .//0 年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与资助情况简表（含小额资助项目）

项目类别 自由 青年 地区 重点 杰出
海外
港澳

群体 仪器

申请项数 414! ./46 .7 32 74 4 5 4
批准项数 123 02 0 2 3 5 / .

批准率（8 ） .3& 2 5.& 2 .3 15& 0 1/& 0 7.& 9 / .2& 0

!- 其中凝聚态物理521 项，原子分子物理91 项，光学103 项，声学 2/ 项

6- 其中凝聚态物理 95 项，原子分子物理59 项，光学 3. 项，声学 .5 项

表.- .//0 年和.//3 年面上项目资助情况比较（含小额资助项目）

年度 面上申请数 获得资助数 资助率（8 ） 总经费（万元）

.//3 年 423 .10 .4& 3 055/

.//0 年 972 .39 .4& 5 490.

从表 1 和表 . 数据可知：

（1）.//0 年青年基金的资助率比自由申请的资助率高

48 &
（.）面上申请 .//0 年比 .//3 年增加 105 项，总体增幅达

./& 48 ，资助率基本相同&
（5）.//3 年理论资助项目占总资助项目数的 55& 38 ，而

.//0 年占 71& 18 ，比例增高的主要原因是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理论物理学及其交叉科学若干前沿问题》，由于 .//0 年不

再受理新的项目申请，有关专家只能转向面上基金申请&

（7）.//0 年实验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与 .//3 年基本相

同，而理论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却增加 .& 7 万& 主要原因是

获资助项目的申请总经费与下拨的总经费基本相等，而 .//0
年基金委明确要求每个项目的批准经费不得高于申请经费&
对 928 的实验性项目而言，批准经费完全满足申请者的要

求&
（3）.//0 年的小额资助项目，执行期限全部为 . 年&

.- 各类项目的情况分析
从申请量的增加看，.//0 年增幅最大的是青年基金申

请，增幅达 70& 28 & 青年基金申请量的增加标志着年轻一代

科研力量的上升& 根据基金管理的有关精神，物理科学一处

将其资助率提高到 5/8 以上& .//4 年拟资助率仍将在维持

5/8 左右& 但从项目的性质看，理论类申请项目比例大，实验

类项目申请比例小& 评审专家认为物理学本身是以实验为主

的自然科学，为了能使我国的物理学健康的发展，希望一些

有条件的青年物理学工作者能从事实验物理&
.//0 年是物理科学一处将“ 十一五”优先发展领域作为

重点项目受理指南的第一年，与过去相比，指南公布的专业

内容面较宽，申请者在有关方向上可以自由选题& 针对指南

公布的 15 个优先发展领域，共收到 32 份重点基金申请书& 经

同行评议、学部工作会议，共推荐 9 个领域的 12 位申请者参

加答辩，另外 7 个领域因申请项目的同行评议不佳，没有列

入答辩& 原计划资助 9 : 1/ 个重点项目，但经学科评审组投

票仅有 2 项获得通过& 科学部将未用指标与经费转到其它科

学处& .//4 年计划资助的 15 个重点项目，如果都能通过则转

走的经费与指标可以返回&
将“十一五”优先发展领域作为重点项目受理指南，且公

布的优先发展领域数大于拟资助重点项目数& 这不仅大大缩

短了从提出建议，到立项，到申请的时间跨度，而且也极大地

增加了重点项目的竞争程度& 因为既有同一研究领域不同申

请者间的相互竞争，也有不同优先发展领域申请者的相互竞

争& 事实上，今年针对每个优先发展领域都有几份独立的申

表5- .//0 年和.//3 年面上获资助项目理论与实验项目统计（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类别 实验项目数（项） 理论项目数（项） 实验平均资助强度 理论平均资助强度 平均资助强度 总经费

.//3
面上项目 155 04 55& 5 .3& 4 5/& 2 0137

小额项目（一年期） 2 2 11& 43 1/& .3 11 140

.//0
面上项目 173 1/1 55& 3 .2& 1 51& 5 4090

小额项目（两年期） 4 0 .1& 1 19& 4 ./& 3 .00

·!"·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请，最少的 " 份，最多的 ’% 份- 科学处将同一优先发展领域

的所有申请书送请同一组专家做同行评议- 根据同行评议结

果与同一方向的总体评议情况，决定参加答辩的人选- 遴选

的标准不低于科学处在划分面上申请上会项目时所持的标

准- 但今年重点项目的申请也凸现出另一个未曾预料的问

题- 有些申请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力量与一个面上项目的申请

差别很小- 对个别已经通过的重点项目，根据专家和基金委

领导的建议，已在项目任务书中做了相应增补- 为了避免来

年申请仍然出现这类问题，在 $%%& 年重点项目申请指南中，

特别加上了对研究队伍整体力量的要求，希望能引起有关申

请者的注意- $%%& 年申请指南已经发行，恕不在此提供重点

项目的申请指南-
对于科学仪器基础研究的申请实际上有两类：一是面上

基金申请，其强度在 #% 万 4 " 年以下，按一般面上基金项目

申报- 二是按重点项目管理的仪器专项，其强度 ’%%—’5% 万

4 " 年- 前者探索性强、由学科评审组讨论决定，项目获资助

后参加面上项目查重- 后者要按基金委计划局规定的科学仪

器专项的要求申报，由学科组织同行评议，并遴选评议好的

项目到基金委计划局统一答辩会上答辩，项目获得资助后，

按重点项目查重- 今年，物理科学一处推荐 " 项参加答辩，"
项全部获得通过，可惜 ’ 项因重点项目查重而被筛掉-

杰出青年基金的申请逐年激烈，但在遴选时不及过去那

么容易，一方面是由于各申请者间的差别没有 5 年前那样明

显，另一方面 ’% 多年来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已形成了一个

很大的阵容- 因此，对任何申请者而言，相当于置身于一个强

手如林的队伍中- 从这几年同行评议，预选和答辩情况看，多

数专家除了把申请者发表的论文及其引用情况作为重要的

依据外，还重点考虑了申请者独立选题的能力，以及在科研

上独当一面的能力- 对理论性研究，关注申请者是否已脱离

其导师，独立地开展研究，并取得有一定显示度的成果；对实

验性研究，专注申请者是否已利用国内所在单位和部门提供

的条件开展了初步的研究工作- 同时，专家也适当考虑理论

与实验的平衡、学科领域的平衡，以及单位与地域的平衡等-
今年获得资助的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强度 $%% 万 4 6 年，真是

大喜事！借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希望一

些有志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竞争- 从近 5 年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的情况看，理论工作者比例偏高，海内外许多专家呼吁，应

该重视对实验工作者的支持-
$%%# 年度共受理 & 份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

请，其中 " 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资助经费 6% 万元 4
项- 今后这类基金可能与“两个基地”基金等同管理- 这样，我们

可能更注重国内学科发展的需求与彼此的合作基础-
在 $%%# 年物理科学一处资助项目中，有 ’$& 个项目、共

#%"’ 万元集中在 ’’ 家研究力量比较强的单位，占物理科学

一处资助项目总经费的 56- 57 - 获得资助项目（ 含小额项

目）较多的单位详见表 6-

表 6! $%%# 年主要获资助单位

单位 自由青年 重点 仪器 杰出
海外
港澳

合计 经费（万元）

中科院物
理研究所

$% " $ % ’ ’ $& ’6’$

南京大学 ’" # % % ’ ’ $’ 8"&
北京大学 ’’ % $ % % % ’" &#6
复旦大学 # " $ % ’ % ’$ 85#
中国科技

大学
8 $ % ’ % % ’’ "9&

清华大学 # $ % ’ ’ % ’% 5"8
浙江大学 5 " % % % ’ 9 $&’
北京师范

大学
6 " % % % % & ’8$

吉林大学 " " % % % % # ’8$
中科院固
体物理研

究所
6 $ % % % % # $’$

中科院武
汉物理与数

学研究所
6 % ’ % % % 5 "8%

"! 其他需要引起注意问题
在 $%%# 年度的申请受理、初审、评审过程中，出现了一

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影响了项目的评审和资助- 下面简

要介绍一下，希望能够引起项目申请人、科研处基金管理的

同志的注意-
（’）被初筛项目增多

$%%# 年受理项目中有 $9 项被初筛，比去年有所增加-
大部分初筛项目是由于主持或者参加人超项所造成的，也有

一部分是申请人同时申请两个项目或者超过 "5 岁申请青年

基金造成的- 请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老师，严格项目申请

人或参加人签字程序-
（$）申请人资格不符合规定

存在尚未回国人员以已回国的名义申请，博士生未毕业

以博士后身份申报基金现象，这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属弄虚

作假的行为，希望有关单位科研处基金管理人员严格审查-
今年有一份批准项目，主持人却不回国了- 在要求提交任务

书时，项目依托单位却要求中止- 这不仅给管理造成混乱，也

浪费了一个名额-
（"）财务预算不合理

在申请书和计划书中，财务预算存在诸多不符合财务规

定或基金管理的要求，如：购买过多计算机及工作站而未在

正文中给出必要性说明；计算费、论文版面费等所占总经费

比例过高；超过 5 万元实验设备费未给出具体说明；信息费

中出现行政和财务不允许的开支；预算中甚至出现接待费、

招待费等-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申请书及批准后的计划书填写

中，对财务预算部分，应严格遵守国家及单位各项财务规定，

严格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项财务规定-

6! 各类项目资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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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表 .- /001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含外籍）资助列表

批准号 申请人 出生年份 依托单位 研究领域 性质

201/.321 游建强 2415 复旦大学 凝聚态物性!：电子结构、电学、磁学和光学性质 理论

201/.326 彭茹雯 2416 南京大学 表面和界面；薄膜和晶须；人工微结构（结构和非电子性质） 实验

201/.327 徐红星 241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分子光谱及分子与光子相互作用 实验

201/.324 苏刚 2411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凝聚态物性!：电子结构、电学、磁学和光学性质 理论

201/.3/0 钟凡 241. 中山大学 状态方程、相平衡和相变 理论

20177302（外籍） 翁征宇 241/ 清华大学 凝聚态物性!：电子结构、电学、磁学和光学性质 理论

表 1- /001 年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列表

批准号 申请人 出生年份 单位 8 职位 国内合作单位 8 合作人 主要研究领域 性质

201/7307 刘荧 2412 9!: ;:,,<=(>*,)*
?"*": @,)>:A<)"= 8 教授

浙江大学 8 许祝安 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 实验

201/7304 郑国庆 241/ BC*=*D* @,)>:A<)"= 8
教授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 8 吕力

凝聚态物理 实验

201/4302 汤雷翰 2412 香港浸会大学 8 教授 南京大学 8 马余强
凝聚态物理理论与统计物理，

计算物理，生物物理
理论

表 6- /001 年重点项目与科学仪器基础研究项目资助列表

批准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依托单位 金额（万元）

20153020 欧阳颀 微流的物性和流动规律 北京大学 /00
201530/0 蒋红兵 强飞秒激光在介质中的非线性传输 北京大学 /00
20153050 封东来 强关联电子体系的量子相变及反常物性的研究 复旦大学 /30
20153030 沈学础 单个量子点中纠缠电子态制备、操控和解纠缠的实验研究 复旦大学 2/0
201530.0 陈鸿 左手材料若干物理问题研究 同济大学 /00
20153010 吕宝龙 冷原子光学 E:<!F*+! 共振实验及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0
20153060 王鼎盛 关联电子系统与输运性质计算方法的发展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210
20153070 张道中 微纳尺度下全光逻辑功能研究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0
201/630/

仪器专项项目
陈曦 具有单分子化学识别功能的超高真空变温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研制 清华大学 2/0

201/6305
仪器专项项目

陆轻铀 超低温、超高真空 ?9G H GEG H IEG 组合显微镜（?GI）研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

表 7- /001 年面上资助项目

批准号 负责人 职称 项目依托单位 执行期限

20103002 王如志 讲师 北京工业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 高一波 讲师 北京工业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5 肖志松 副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3 王鹿霞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 江兆潭 讲师 北京理工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1 熊刚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6 英敏菊 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7 邓富国 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4 傅立斌 研究员
北京应用物理与
计算数学研究所

/006& 02 H /004& 2/

20103020 张平 研究员
北京应用物理与
计算数学研究所

/006& 02 H /004& 2/

20103022 吴勇 博士后
北京应用物理与
计算数学研究所

/006& 02 H /004& 2/

2010302/ 陈茂笃 副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5 王金兰 教授 东南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3 黄吉平 研究员 复旦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 吴义政 教授 复旦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1 张宗芝 副教授 复旦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6 李智华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7 杨光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4 段传喜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0 纪媛 副教授 吉林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2 杨玉军 讲师 吉林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 闫冰 讲师 吉林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 欧阳楚英 讲师 江西师范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3 张鹏鸣 副教授 兰州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 安钧鸿 副教授 兰州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1 丁海峰 教授 南京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6 应学农 副教授 南京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7 刘锋 副教授 南京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4 刘辉 副教授 南京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0 卢晶 讲师 南京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2 陶智勇 副教授 南京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 陈超 讲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5 吴强 讲师 南开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3 周星飞 讲师 宁波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 王山鹰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1 章梅 助研 清华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6 魏建华 副教授 山东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7 龙云泽 副教授 山东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54 黄博达 讲师 山东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30 姜晓庶 副教授 山西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32 朱德亮 副教授 深圳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3/ 张岩 研究员 首都师范大学 /006& 02 H /004& 2/
20103035 岑理相 教授 四川大学 /006& 02 H /0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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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苏跃华 副教授 烟台大学 $%%&- %’ 5 $%%6- ’$
’%#%4%47 王德华 副教授 鲁东大学 $%%&- %’ 5 $%%6- ’$
’%#%4%4# 沈建其 讲师 浙江大学 $%%&- %’ 5 $%%6- ’$
’%#%4%4& 王立刚 副教授 浙江大学 $%%&- %’ 5 $%%6- ’$
’%#%4%48 翟国庆 副教授 浙江大学 $%%&- %’ 5 $%%6- ’$
’%#%4%46 李顺方 副教授 郑州大学 $%%&- %’ 5 $%%6- ’$
’%#%4%7% 谢凌云 讲师 中国传媒大学 $%%&- %’ 5 $%%6- ’$
’%#%4%7’ 吴盛俊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 5 $%%6- ’$
’%#%4%7$ 郭国平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 5 $%%6- ’$

’%#%4%7" 张国锋 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
$%%&- %’ 5 $%%6- ’$

’%#%4%74 洪自若 副研究员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
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 %’ 5 $%%6- ’$

’%#%4%77 曾海波 助研
中国科学院固
体物理研究所

$%%&- %’ 5 $%%6- ’$

’%#%4%7# 梁长浩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固体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7& 成华东 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 %’ 5 $%%6- ’$

’%#%4%78 魏荣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 %’ 5 $%%6- ’$

’%#%4%76 李天信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万荣正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吕军鸿 助研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吴金荣 助研
中国科学院声

学研究所
$%%&- %’ 5 $%%6- ’$

’%#%4%#" 施均仁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
$%%&- %’ 5 $%%6- ’$

’%#%4%#4 朱晓波 助研
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
$%%&- %’ 5 $%%6- ’$

’%#%4%#7 郭红莲 助研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刘雪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 %’ 5 $%%6- ’$

’%#%4%#& 靳奉涛 讲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
$%%&- %’ 5 $%%6- ’$

’%#%4%#8 袁侨英 讲师 重庆医科大学 $%%&- %’ 5 $%%6- ’$
’%##4%%’ 唐延林 教授 贵州大学 $%%&- %’ 5 $%%6- ’$
’%##4%%$ 刘念华 教授 南昌大学 $%%&- %’ 5 $%%6- ’$
’%##4%%" 沈异凡 教授 新疆大学 $%%&- %’ 5 $%%6- ’$

’%##4%%4
艾合买
提·阿
不力孜

副教授 新疆师范大学 $%%&- %’ 5 $%%6- ’$

’%##4%%7 金迎九 副教授 延边大学 $%%&- %’ 5 $%%6- ’$
’%##4%%# 张晋 教授 云南大学 $%%&- %’ 5 $%%6- ’$
’%#&4%%’ 叶柳 教授 安徽大学 $%%&- %’ 5 $%%6- ’$
’%#&4%%$ 崔执凤 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 $%%&- %’ 5 $%%6- ’$
’%#&4%%" 田光善 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4 马中水 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7 郭建栋 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 马平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 尹澜 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8 叶安培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6 古英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 刘春玲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 陈志坚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 冉广照 副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 孔江平 教授 北京大学 $%%&- %’ 5 $%%6- ’$
’%#&4%’4 蒋毅坚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 %’ 5 $%%6- ’$
’%#&4%’7 苟秉聪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 %’ 5 $%%6- ’$

’%#&4%’# 包景东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 %’ 5 $%%6- ’$
’%#&4%’& 张向东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 %’ 5 $%%6- ’$
’%#&4%’8 杨国建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 %’ 5 $%%6- ’$
’%#&4%’6 陈晓波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 %’ 5 $%%6- ’$

’%#&4%$% 李月明 研究员
北京应用物理与
计算数学研究所

$%%&- %’ 5 $%%6- ’$

’%#&4%$’ 颜君 研究员
北京应用物理与
计算数学研究所

$%%&- %’ 5 $%%6- ’$

’%#&4%$$ 丛书林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 %’ 5 $%%6- ’$
’%#&4%$" 徐春祥 教授 东南大学 $%%&- %’ 5 $%%6- ’$
’%#&4%$4 丁德胜 教授 东南大学 $%%&- %’ 5 $%%6- ’$
’%#&4%$7 郑仕标 教授 福州大学 $%%&- %’ 5 $%%6- ’$
’%#&4%$# 吴长勤 教授 复旦大学 $%%&- %’ 5 $%%6- ’$
’%#&4%$& 杨中芹 副教授 复旦大学 $%%&- %’ 5 $%%6- ’$
’%#&4%$8 侯柱锋 博士后 复旦大学 $%%&- %’ 5 $%%6- ’$
’%#&4%$6 韦广红 副教授 复旦大学 $%%&- %’ 5 $%%6- ’$
’%#&4%"% 施郁 研究员 复旦大学 $%%&- %’ 5 $%%6- ’$
’%#&4%"’ 钱士雄 教授 复旦大学 $%%&- %’ 5 $%%6- ’$
’%#&4%"$ 吴福根 教授 广东工业大学 $%%&- %’ 5 $%%6- ’$
’%#&4%"" 项颖 高工 广东工业大学 $%%&- %’ 5 $%%6- ’$
’%#&4%"4 苏文辉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5 $%%6- ’$
’%#&4%"7 姜泽辉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5 $%%8- ’$
’%#&4%"# 陈德应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5 $%%8- ’$
’%#&4%"& 孙秀冬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5 $%%6- ’$
’%#&4%"8 刘树田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5 $%%6- ’$
’%#&4%"6 李宝兴 教授 杭州师范学院 $%%&- %’ 5 $%%8- ’$
’%#&4%4% 刘建军 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 %’ 5 $%%8- ’$
’%#&4%4’ 莫育俊 教授 河南大学 $%%&- %’ 5 $%%8- ’$
’%#&4%4$ 杨宗献 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 $%%&- %’ 5 $%%6- ’$
’%#&4%4" 黄忠兵 教授 湖北大学 $%%&- %’ 5 $%%6- ’$
’%#&4%44 陈克求 教授 湖南大学 $%%&- %’ 5 $%%6- ’$
’%#&4%47 文双春 教授 湖南大学 $%%&- %’ 5 $%%6- ’$
’%#&4%4# 黄国翔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 %’ 5 $%%6- ’$
’%#&4%4& 印建平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 %’ 5 $%%6- ’$
’%#&4%48 卢义刚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 %’ 5 $%%6- ’$
’%#&4%46 朱诗亮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 %’ 5 $%%6- ’$
’%#&4%7% 郭旗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 %’ 5 $%%6- ’$
’%#&4%7’ 兰胜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 %’ 5 $%%6- ’$
’%#&4%7$ 李高翔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 $%%&- %’ 5 $%%6- ’$
’%#&4%7" 刘冰冰 教授 吉林大学 $%%&- %’ 5 $%%6- ’$
’%#&4%74 李吉学 教授 吉林大学 $%%&- %’ 5 $%%6- ’$
’%#&4%77 周雅君 教授 吉林大学 $%%&- %’ 5 $%%6- ’$
’%#&4%7# 宋凤麒 博士后 南京大学 $%%&- %’ 5 $%%6- ’$
’%#&4%7& 顾正彬 讲师 南京大学 $%%&- %’ 5 $%%6- ’$
’%#&4%78 金国钧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76 钟伟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 顾民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 刘俊明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 于扬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 韩民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4 杨启光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7 秦亦强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 刘晓宙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 5 $%%8- ’$
’%#&4%#& 缪国庆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8 邱小军 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6 徐晓东 副教授 南京大学 $%%&- %’ 5 $%%6- ’$
’%#&4%&% 颜晓红 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 5 $%%6- ’$
’%#&4%&’ 张宁 研究员 南京师范大学 $%%&-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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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3 童培庆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3//1& /. 4 3//5& .3

./012/16 杨双波 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3//1& /. 4 3//7& .3

./012/12 开桂云 教授 南开大学 3//1& /. 4 3//5& .3

./012/18 张伟刚 教授 南开大学 3//1& /. 4 3//5& .3

./012/10 倪军 教授 清华大学 3//1& /. 4 3//5& .3

./012/11 段文晖 教授 清华大学 3//1& /. 4 3//5& .3

./012/17 吴健 研究员 清华大学 3//1& /. 4 3//5& .3

./012/15 赵永刚 教授 清华大学 3//1& /. 4 3//5& .3

./012/7/ 张留碗 教授 清华大学 3//1& /. 4 3//5& .3

./012/7. 安宇 副教授 清华大学 3//1& /. 4 3//7& .3

./012/73 张林 研究员 山东大学 3//1& /. 4 3//5& .3

./012/76 郑雨军 教授 山东大学 3//1& /. 4 3//5& .3

./012/72 王传奎 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 3//1& /. 4 3//5& .3

./012/78 程传福 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 3//1& /. 4 3//5& .3

./012/70 肖连团 教授 山西大学 3//1& /. 4 3//5& .3

./012/71 李卫东 教授 山西大学 3//1& /. 4 3//5& .3

./012/77 彭堃墀 教授 山西大学 3//1& /. 4 3//5& .3

./012/75 张俊香 教授 山西大学 3//1& /. 4 3//7& .3

./012/5/ 林书玉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 3//1& /. 4 3//5& .3

./012/5. 黄远明 教授 汕头大学 3//1& /. 4 3//5& .3

./012/53 曹世勋 教授 上海大学 3//1& /. 4 3//5& .3

./012/56 董兵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3//1& /. 4 3//5& .3

./012/52 沈文忠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3//1& /. 4 3//5& .3

./012/58 梁齐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3//1& /. 4 3//5& .3

./012/50 蒋伟康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3//1& /. 4 3//5& .3

./012/51 安竹 研究员 四川大学 3//1& /. 4 3//5& .3

./012/57 高雷 研究员 苏州大学 3//1& /. 4 3//7& .3

./012/55 李峰 副教授 泰山学院 3//1& /. 4 3//5& .3

./012.// 张贵忠 教授 天津大学 3//1& /. 4 3//5& .3

./012./. 宁继平 教授 天津大学 3//1& /. 4 3//5& .3

./012./3 戴长建 教授 天津理工大学 3//1& /. 4 3//5& .3

./012./6 羊亚平 教授 同济大学 3//1& /. 4 3//5& .3

./012./2 毛东兴 副教授 同济大学 3//1& /. 4 3//5& .3

./012./8 石兢 教授 武汉大学 3//1& /. 4 3//5& .3

./012./0 李福利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3//1& /. 4 3//5& .3

./012./1 司金海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3//1& /. 4 3//5& .3

./012./7 陆明珠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3//1& /. 4 3//5& .3

./012./5 文立华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3//1& /. 4 3//5& .3

./012../ 张歆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3//1& /. 4 3//5& .3

./012... 侯宏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3//1& /. 4 3//5& .3

./012..3 周效信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3//1& /. 4 3//5& .3

./012..6 丁建文 教授 湘潭大学 3//1& /. 4 3//5& .3

./012..2 杨传路 教授 鲁东大学 3//1& /. 4 3//5& .3

./012..8 李宏年 教授 浙江大学 3//1& /. 4 3//5& .3

./012..0 赵学安 教授 浙江大学 3//1& /. 4 3//5& .3

./012..1 李有泉 教授 浙江大学 3//1& /. 4 3//5& .3

./012..7 鲍世宁 教授 浙江大学 3//1& /. 4 3//5& .3

./012..5 曹光旱 研究员 浙江大学 3//1& /. 4 3//5& .3

./012.3/ 陈其峰 研究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3. 李群祥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5& .3

./012.33 刘国柱 讲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5& .3

./012.36 杜江峰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5& .3

./012.32 何力新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5& .3

./012.38 李书民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7& .3

./012.30 史保森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5& .3

./012.31 张永生 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5& .3

./012.37 邹旭波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 4 3//5& .3

./012.35 姬扬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 赵建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 张新惠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3 孔祥贵 研究员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6 吕有明 研究员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2 李艳秋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电工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8 刘长松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固
体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0 崔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固
体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1 李广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固
体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7 张立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固
体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65 张志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 马新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 易俗 教授
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3 王孝群 教授
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6 覃绍京 教授
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2 欧阳钟灿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8 刘建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0 方海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1 胡钧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7 王秀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25 林京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 焦风雷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 杨亦春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3 冯继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6 柳晓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2 史庭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8 孙献平 高工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0 沈容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1 孙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7 李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85 徐明春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0/ 靳常青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012.0. 李建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3//1& /. 4 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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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0- 12- 23

’%#&4’#$ 范桁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姚裕贵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4 金奎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7 刘国东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雒建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朱北沂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8 邱祥冈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6 孙继荣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孙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刘玉龙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江凡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王鹏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4 吴令安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7 盛政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 5 $%%6- ’$

’%#&4’&# 卢克清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 %’ 5 $%%6- ’$

’%#&4’&& 唐刚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 $%%&- %’ 5 $%%8- ’$
’%#&4’&8 同宁华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 %’ 5 $%%6- ’$
’%#&4’&6 韩强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 %’ 5 $%%6- ’$

’%#&4’8% 邓明晰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

后勤工程学院
$%%&- %’ 5 $%%6- ’$

’%#&4’8’ 蒋亦民 研究员 中南大学 $%%&- %’ 5 $%%6- ’$
’%#&4’8$ 李志兵 教授 中山大学 $%%&- %’ 5 $%%6- ’$
’%#&4’8" 汪河洲 教授 中山大学 $%%&- %’ 5 $%%6- ’$
’%#&4’84 文锦辉 副教授 中山大学 $%%&- %’ 5 $%%6- ’$
’%#&4’87 王义全 副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

$%%&- %’ 5 $%%8- ’$

·物理新闻和动态·

断裂与力致发光

压电晶体的结构通常缺乏对称性，它们在受压时，其中的正负电荷将会分离- 当压力足够大时，晶体将会断裂，这时正负

电荷会通过断裂裂口在空气中重新复合并产生出微弱的电火花- 最近美国 9//03:0; 大学的 <- =.;/02> 教授和他的同事 ?- @AB
A03C11; 教授共同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可以将这个过程增强和放大- 他们把晶体的灰浆沉浸在充满氮气的石腊中，然后

对其进行超声波照射-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成百万的微型气泡能连续不断地形成并发生内爆，从而形成了一种“ 声空穴化

（12:.;)02 21D0)1)0:3）”现象，由它所产生出的冲击波趋动着单个晶体逐渐地相聚，这有点类似于用重锤击打晶体并对它们进行

轰击一样-
研究者将两种压电晶体，一是食糖，另一个是一种芳香族的白色晶体———间苯二酚- 将它们用人工方式压碎，这时晶体不

仅发出冷光，而且还存在着微弱的氮谱线- 当用这两种晶体分别浸泡于充满氮气的石腊中时，它们具有相同的发射谱线- 如果

光照强度足%大时，晶体灰浆在白天看上去像是炽热的物质- 再用超声波对它进行照射，被注入惰性气体（ 如氦气、氩气等）的

石腊也会产生谱线- =.;/02> 教授曾从事“声空穴化”现象的研究将近 "% 多年，他认为他们的实验能产生较强的电火花是由于

压电晶体在 $% <EF 的超声作用下增加了断裂的程度，因此出现了更多的具有力致发光（GH2(13:/.G03H;2H32H）特性的断裂表

面- 对于氦或氩谱线的出现，也只能用存在着强烈碰撞才能解释，因为惰性气体是很难电离化的- 总之，他们的实验一方面加

深了对材料断裂时物理性能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开拓了介于力学世界与分子世界之间的一系列化学性质的研究-
（云中客! 摘自 ?1).IH 444，’#" 6 ?:DHGJHI $%%#）

手征性液体对光线的劈裂

手征性液体的特点就是它不具有“镜像对称性”，这种液体是由左手或右手构型的分子所组成的物质，所以它不存在“ 镜

像对称”- 物理学家菲涅尔早在 ’8% 年以前就曾指出，这种镜像不对称性将会使光线在通过手征性液体时，它的左手圆偏振光

与右手圆偏振光的速度有微小的差别- 因此当光束进入并退出手征性液体后，由于折射角的不同会使非偏振光劈裂为两支光

束- 但奇怪的是菲涅尔如此简单的理论预言长期被人们所忘却，而无人去进行实验验证-
最近美国哈佛大学的 K- L0;2(HI 博士和他的同事 M- N:;( 博士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实验工作- 他们发现光在通过手征

性液体后，光束的偏差非常小，因此必需将这个效应进行放大，也就是要让光束连续地通过若干个棱镜，其中每一个棱镜内装

有不同的手征性液体，只有经过了 $% 个棱镜界面后，激光光束的劈裂特性才能被 OOP 摄像机分辨与拍摄-
除了折射角外，还要考虑反射角的变化，当光束从手征性液体的内表面反射时，偏振带来的差异也会使光束劈裂- 哈佛研

究组利用脉动光束通过安装在感光二极管上的单个棱镜（其内部含有手征性液体）去测量反射角的分裂- 测出的分裂角非常

小，只有几万分之一度- 为了能测量出这个微小角差需要利用锁定技术来调节左右偏振的入射光- 另一方面，虽然这个角差很

小，但这种微型化的测试技术却能帮助分析化学家在瞬间确定出手征性液体的手性-
（云中客! 摘自 K(Q;021/ RHD0H, SH))HI;，$& T2):JHI ，$%%#）

·!"·

科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