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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物理所的固体激光器小组负责人先后索取了两份复印件
,

并和我讨论了一些细节 问题
。

我

发现他们对我们的工作
,

包括发表于国内《物理学报》上的文章都比较熟悉
。

在会下
,

我还与白俄罗斯科学院物理所
,

光谱实验室
,

固体激光器组的负责人 D r
.

K ial no
v

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

我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我方的工作情况
,

他认为我们工作面还是 比较宽

的
,

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
。

至于伊尔库茨克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
,

我认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所
,

他们也有和我们

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的意向
。

在苏联三个研究所参观
,

我发现
,

他们在设计思想方面
,

确有若干独到之处
,

是我 以前所未

曾想到的
。

而且也是不难做到的
。

所以这次参观对我有很多启发和借鉴之处
。

收获很大
。

四
、

意见与建议

1
.

通过这次访苏
,

我深感苏联方面对固体可调谐激光器的研究是很重视的
,

至少有三个

大的研究所在大力进行色心激光器的研究
。

而且都已坚持 10 年左右
,

没有大上大下
。

有意思

的是 19 8 9 年一年之内
,

在美国和苏联都分别组织召开了可调谐固体激光器国际会议
,

而且都

明确提出色心激光器为重点论题之一
。

这说明此类课题
,

并非无足轻重
,

而且是富有成果的
。

我认为这方面应该引起我国有关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

2
.

我和我们的研究组从 19 8 3 年起
,

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
,

对色心激光器

的基础研究
,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工作
,

在国内
、

外发表论文 30 篇左右
,

受到苏联
、

日本
、

巴西和

美国一些研究人员的注意
,

其中 F亨色心的激光作用是我们首先发现的
,

获得高浓度 F亨色心

的方法是我们首创的
,

对此作出理论解释达到定量的水平也是我们做的
。

这些都得到国际承

认
,

但是主要由于泵光太弱的原因
,

输出太弱
,

不能实用化
。

主要是经费原 因
。

有迹象表明苏

联人正在做这件事
。

国际上的竞争是无情的
。

希望基金委员会考虑
,

继续给予必要的支持
。

3
.

此次赴苏访问的一个较大收获是看到了苏联研制的以 LI F 为基质的室温下工作的色

心激光器
。

我认为他们在设计思想上确有独到之处
,

但是不难理解
,

以我国现有的研究基础和

加工能力
,

我们是能够研制 出来的
,

并可能富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

此种激光器的制成对于激光

光谱学的发展
,

将有重要作用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很好的
。

希望领导给予支持
,

争取列

人
“

八五
”

规划是 比较合适的
。

(天津大学 万良风 )

国际冰与气候学术讨论会

国际冰川学会于 19 89 年 8 月 2任一25 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冰与气候讨论会
。

这个会议受

到冰川学界与气候学界的高度重视
,

出席者 2 0 0 人
,

宣读与展示论文 162 篇
,

名家云集
,

组织紧

凑
,

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
。

我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国际旅费
,

代表我国前往参加
。

在全体会上宣读了
“

冰川后退
,

湖泊萎缩所指示的亚洲中部气候干暖化趋势
”

一文
,

受到一定重

视
,

将纳人 《冰川学年刊》 (《A n
an ls of G lac iol go y 》 )即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发表

。



第 2期 国际会议概况

一
、

会议论文

会议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举行
,

会上分类宣读论文如下 : ( l) 冰记录决定的古气候 8 篇 ; (2)

冰一洋相互作用 12 篇 ; ( 3) 古大气成分与输送 7 篇 ; ( 4) 包含冰的藕合气候模式 9 篇 ; ( 5) 冰盖

的变化 14 篇 ; (6 )北极与山冰川变化检查 10 篇
,

共宣读 60 篇
。

其余论文以展示方式发表
。

冰芯分析所得古气候变化讯息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
。

最精彩的成果是法国苏联合作在南

极东方站取得深 2 000 多米的冰芯分析
,

重建 16 万年以来的古气候变化
,

得知从冰期最冷至间

冰期最暖气温变化于 比今低 10 ℃至 比今高 2
.

5℃ 间
。

大量论文
,

以各地冰川为实例
,

讨论全球

变化
,

冰川
、

海冰
、

积雪与冻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

与反馈的机制和预测问题
。

关于包含冰盖的藕合气候模式论文
,

多数是模拟 以冰期间冰期时间尺度的冰盖消长和气

候变化关系
。

冰芯分析中所了解到的大气成分变化
,

除上述 C O :
外

,

还有 C H 4
、

N Z O 以及 N a 、

K
、

C a
、

M g
、

C I
、

F 等多种元素变化
。

C H ;
含量在冷期明显低于暖期

,

即使较小气候波动
。

二
、

关于亚洲中部冰川与气候变化的讨论

这方面论文数量很少
,

宣读的 3 篇
、

展示的 6 篇
,

都是 中国
、

日本和美国的近年研究成果
。

我所提交的论文从苏联与中国亚洲中部地区冰川物质平衡变化
,

与内陆湖水位下降资料论述

本世纪亚洲中部气候的干暖化趋势
,

并预期这个趋势还将维持相当时间
,

但全新世高温期时的

亚洲 中部远 比现代湿润
,

这是亚洲季风系统向西北伸展的结果
。

未来 C O :
增加

,

导致气候转

暖至一定程度后
,

重现全新世高温期气候
,

亚洲中部气候有可能变得较今湿润
。

报告后
,

听众

发言未提出不同意见
,

但希望以研究和模式研究相结合
。

三
、

会外活动与访问

会议期 间国际冰川学会举行理事会
,

原定 19 91 年 8 月在兰州举行山地冰川讨论会受 6 月

北京动乱影响
,

有些外国学者主张取消
,

经我在会上说明中国情况已经安全
,

可保证不影响会

议进行后
,

决定仍维持原议
。

我还参加了一次南极冰川会议
,

我简要汇报了我国南极冰川研究

的进展情况
,

提交 了一份书面报告
。

另访问了华盛顿大学第四纪研究中心主任 S
.

P or t er 教

授
,

交换关于 亚洲中部第四纪冰川研究意见
。

会议之前
,

我于 8 月 11 日先到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访问
,

与 J
.

D oz ier 教授

讨论了天 山冰川站积雪遥感研究合作计划的执行问题
,

由于北京 6 月动乱影响
,

D oz ier 教授

要求推迟执行
,

对此我说明了情况
。

最近得悉至 19 90 年合作计划可恢复
,

将来数人到天山站

工作
。

应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太平洋研究所访问 P
.

H
.

G ile ck 博士
,

和他商谈合作研究

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影响问题时
,

他表示有兴趣
,

但目前缺乏资金来源
,

待条件成熟再议
。

会议之后
,

在从西雅图去西德途中经纽约时
,

应邀顺访哥伦比亚大学的 L a m o nt 一D o h er yt

G e o l o g i c a l O b s e Vr a t o r y 的 G
·

J
·

K u k l a 博士
,

和他商议应在高原上有深厚湖相沉积地区打 3 个

深钻孔
,

详细分析
,

模清高原上升过程中气候
、

植被
、

沉积物等自然条件的变化
,

将高原研究水

平提高一步
,

他表示赞同
,

但此事重大
,

需做许多筹备工作
,

以后加强联系
,

逐步推进
。

(中科院南京地理所 施推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