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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概况

第二届亚洲热物性学术会议

一
、

会议概况

第二届亚洲热物性大会
,

它与欧洲热物性大会及美国热物性大会并列为世界热物性三大

会议之一
。

每隔两年召开一次
。

本次会议于 19 8 9 年 9 月 2 0一 22 日在 日本札幌北海道大学举

行
。

共有 2 50 多人参加
。

分别来自中
、

日
、

美
、

英
、

苏
、

澳等 n 国
。

发表论文 1 12 篇
。

会议设立

两主席
,

一位是清华大学王补宣教授
,

另一位是北海道工业大学校长 N
.

se ik 教授
。

二
、

学术内容

会议的主要 内容是交流下述领域的科研成果 :

( l) 材料的传输特性
,

包括导热
,

导温
,

粘度及扩散系数
.

;

(2) 材料的热力学特性
,

包括状态方程
,

相平衡
,

热容
,

热烩
,

热膨胀及表面张力 ;

( 3) 材料的热辐射特性
,

包括吸收率
,

发射率
,

反射率及光学常数 ;

(4 ) 测试技术及装置
。

会议安排两个主报告
,

一是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A
.

C ez ia liy a n 教授的
“

高温热物性

动态测试研究的新进展
” ,

另一个是中国清华大学王补宣教授的
“

多孔湿介质中的传热传质特

性的测定方法
” 。

此外
,

会议还安排 8 个特邀报告
。

这些报告都反映出目前国际上最前沿
,

最先进的热物性

的研究成果
,

令人耳 目一新
。

三
、

主要收获和体会

1
.

热物性参数的精确测定已成为各个工业部门所关注的领域
。

它对科学
、

合理地利用能

源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

从纸张
、

木材
、

衣服
、

食品
,

直到超导体薄膜
,

从固体
,

液体
,

气体
,

从金

属
,

非金属材料等等
。

只要有新材料问世
,

无一不需要测定热物性参数
。

从总体来看
,

我国目前除了固体材料的热物性测定技术及研究水平尚好外
,

对于液体及气

体方面的热物性的研究较落后
,

需大力加强
。

2
.

应加强与产业部门的合作与联系
。

加速科研成果的商品化
。

这次大会引起了众多产

业部门的兴趣
,

他们往往既是研究者
、

制造商
,

又是推销员
。

他们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
,

周期

相当短
。

与我国召开的多种国内与国际会议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
。

3
.

中国妇女 的社会地位引人注目
,

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有 150 多人
,

除了来自中国的 5

位女科学家外
,

全都是男性
,

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中国妇女的解放及男女平等
。

四
、

存在问题及建议

1
.

加强国内的科技交流
,

大力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
,

加速成果的商品化
。

2
.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

在外汇困难
,

无法派遣更多的科学家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状况下
,

应争取在中国国内举办国际会议
,

邀请国外科学家来参加
。

3
.

在国际会议之后
,

应该有选择地参观访问若干学术机构及有影响的试验室
。

在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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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说
,

这比参加学术讨论会还要重要
。

可是由于外汇紧张
,

会后的活动几乎无法开展
。

(中国科技大学 程曙霞 )

第五届国际可调谐固体激光器学术会议

一
、

会议概况

此次可调谐固体激光器国际学术会议于 1989 年 9 月 20 一 23 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召开
。

会议由苏联科学院普通物理研究所
、

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

伊尔库茨克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等

单位组织和主持
。

出席会议的外国学者共 21 人
,

其中美国 11 人
,

中国
、

日本
、

巴西各 1人
,

其

他都是欧洲各国如英
、

德
、

法等国
,

也基本上是一国一人
。

苏联方面出席人员 1 50 人左右
口

会

上共发表论文 191 篇
,

其中口头宣读 57 篇
,

书面报告 134 篇 (全部为苏联人自己的工作 )我国

出席此次会议的只有我一人
,

也是我国首次参加此类学术会议
。

在会议的第一天
,

我 口头宣读

了寄去的论文
。

二
、

会议学术内容与收获

本次会议专业性极强
,

全部集中于可调谐固体激光器上
。

分三个方面的内容 : ①色心激光

器
。

②掺杂质的可调谐固体激光器
。

③sP 或 fs 量级的可调谐激光器及有关的元器件
。

在色心激光器方面
,

本次会议主要反映了苏联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新进展
。

突出

的是以 LI F 为基质的 F Z 、

F百
、

F歹色心激光器
,

已达实用化并定型 (尚未见商品 )
,

可调谐波长

0
.

84一 1
.

24 拼
。

采用 Y A C 激光器 1
.

06 料和 0
.

53 拜泵浦
,

可得 8一 14 % 的转换效率
,

并在室温下

工作
。

仪器结构简单
、

紧凑
,

易于推广使用
。

他们至少有三个研究所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
,

时间从 19 7 7 年至今长达 12 年
,

才达到这样的水平
。

苏联与美国工作方向不同之处在于
,

美国侧重于新波段
、

新材料的寻找
,

激光器都在液氮温度下操作
,

苏联侧重于室温下工作的色

心激光器
。

我认为苏联的做法更实际一些
,

符合我们的国情
。

关于掺杂晶体的可调谐激光器 ( iT : A 12 0 3
)的激光器报道最多

,

关于超短脉冲可调谐激光器
,

报道从染料中产生的 4 8 7一8巧m m 的 fs 级可调谐激光器
,

也报道 了 iT : A 12 0 3
晶体的 fs 级可调谐激光输出

。

用同步泵浦的方法对 iT : A 12O : 可调谐激

光器得到 O
.

3 P s 脉宽 10 0 m w 峰功率的激光输出
。

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
,

如
:
美国的 F

.

L ut y ; W
.

A
.

S ibl ey 等参加了会议
,

水平是很高的
。

三
、

本人的工作和活动

我在会上报告的论文题目是 :
“

K i n e ti e s o f e r e a t i o n o f F亨
a n d F : e e n t e r s i n L IF c r y s t a l s

a n d F奋
c o lo r e e n t e r l a s e r ” 。

此论题涉及 F亨一F Z
色心激光器

,

此种色心的激光作用
,

是我们于

19 8 5 年首先向国内报道的
,

随后
,

苏联 白俄罗斯科学院物理所和伊尔库茨克大学应用物理研

究所都做了同样的工作
,

并于 19 86 年和 19 8 7 年分别在苏联发表论文
。

文中承认是我们首先

报道此一现象的
。

我们这次的论文
,

除了简要介绍我们的工作以外
,

着重从物理基础和理论上

阐明这类色心的聚集过程
,

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

以至和实践经验都很一致
。

此论文对于苏联

学者
,

还是很感兴趣的
,

主动提出了与我们讨论合作的可能性问题等等
。

论文报告以后
,

美国

犹他大学教授著明学者 F
.

L ut y 教授向我索取 了复印件
,

说是要仔细研究一下
。

白俄罗斯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