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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辉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

吉林大学稀土固体物理研究室和固体物理教研室是一个科研成果显著
,

富有朝气的
,

以青

年人为主体的研究集体
。

这个集体有教授 2 名
,

副教授 5 名
,

青年教师占研究室人数 76 %
。

室主任苏文辉
,

55 岁
,

博士导师
,

1 956 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
,

自 19 8 3 年以来
,

一直致

力于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研究工作
。

他负责和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有 8 项
,

共获资助金额 3 1
.

1万元
。

苏教授申请和完成基金项 目的态度是十分严肃
、

认真和负责的
。

他每次申报基金都要经

过深思熟虑
,

翻阅大量文献
,

兼顾已有的工作基础和条件
,

力争使课题新颖
,

并处于世界先进地

位
。

在完成课题时
,

除了利用自己已有的设备和知识积累
,

还充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所购买的

先进仪器和国家开放性实验室的设备
。

每当项目结束时
,

他都认真进行总结
。

如他所承担的

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稀土化合物的高温高压合成规律
、

性能及应用的研究结束时
,

写

出了两份总结
,

一是工作简况汇报 ;二是研究成果总结报告
。

每篇受益于基金的论文发表时
,

他都亲 自标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的字样
。

论文
、

总结
、

连同国内专家评议意见
,

都

装订成册
,

及时报送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前主任唐敖庆教授看过总结后
,

对其总结的认真态

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并作为例子在会议上进行表扬
。

多年来
,

经过努力
,

克服了种种困难
,

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 5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
,

开拓了学科研究领域
,

培养出数量较多质量好的研究生

和青年教师
,

发展和壮大了科研集体
。

(一 )

70 年代末
,

国际上对稀土的研究 日益深入和广泛
。

我国对双稀土和稀土过渡族氧化物的

高压研究还没开始
。

1982 年
,

苏教授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

面对国际上强手如林
,

而我国科研

设备有限的情况
,

他感到应该利用 自己现有的手段和设备
,

充分利用 自 1963 年以来积累的高

压 固体物理知识
,

发挥 自己的特长
,

以具有未满 f 内壳层和基本空着的 d 壳层 的我国丰产稀土

元素为对象
,

利用可以有效改变电子壳层结构和组态的极端条件 (高温高压等 )为手段
,

对稀土

化合物进行研究
,

提 出了高温
、

高压
、

激光等极端条件下的稀土固体物理学研究方向
。

他主张

从系统合成稀土化合物
,

尤其是双稀土 A B O :
化合物的新物质

、

新材料人手
,

开展深入的合成

规律
、

结构和性能的研究
。

选择这样的课题
,

工作量大
,

难度也大
,

经费缺乏
,

加之教学任务繁

重
,

给研究工作增添了更大困难
。

面对国外有的实验室多次来信邀请他出国讲学和工作
,

学校

也多次让他出国深造的机会
,

而他心里想得更多的是 自己的研究集体和 自己的奋斗目标
。

为

了缩短 同国外在学术上的差距
,

他一方面将研究集体中的一部分年轻人 (前后共 10 人 )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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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

英
、

法的名牌大学留学深造
,

鼓励他们勤奋学习
,

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

学成回国
,

为我国

固体物理学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
,

他自己放弃很多出国深造的机会
,

坚持同其他

人员一起
,

留在国内
,

在艰苦的条件下
,

向既定的 目标前进
。

1 9 83 年获得批准的第一个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

稀土化合物的高温高压合成规律
、

结构和性能的研究
”

资助 8
.

5 万元
,

是当时全国

资助强度较大的项 目之一
。

这一资助犹如雪中送炭
,

解决了研究经费
,

稳定了队伍
,

增强了苏

文辉教授实现其学术思想的信心
,

克服了许多困难
,

终于发展成一个学术梯 队较好的
、

可以稳

定从事基础研究的集体
。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二 )

8 年来
,

苏教授带领他的集体
,

首次发现并获得双稀土 A B O 3型钙钦矿结构的高温高压新

相物质 犯 种
,

含稀土的复合氧化物高温高压相物质 9 种
。

稀土过渡族化合物常压高温相物质

9 种
。

确定 了这 50 种相物质所属的晶系
,

其中如 P r T m O 3 ,

P r T bO 3 ,

E u T bO 3
等是文献中未见

报道
,

自然界尚未发现 的新物质
。

并对新相物质进行了合成规律和物理性能的广泛研究
。

对

E u L n O , ( L n 二 重稀土元素 )和 L h E u O 3
( L h 二轻稀土元素 )系列新高温高压相物质进行了 E u

的 M os sb a u er 效应研究
,

获得了规律性结果 ;建立起来的 15] E u 解谱技术已成为当前国际上最

先进的解谱技术之一
,

对双稀土 A B O :
氧化物的高温高压合成

,

迄今国际上仅有 a ar k 等人对

常压高温合成产物 L n sc O 3
进 行高温 高压 处理 (非直接合成 )

,

首次发现和 获得 5 种

A B O 3 的高温高压相物质
,

但对合成规律和性能的研究很少涉及
。

而苏教授在深人的规律性

研究上 已获得许多重要结果
。

从新相的数量上
,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
,

都领先于国际已有双稀

土 A B O 3
氧化物的高压合成和研究工作

。

发表的文章中有 9 篇被美国 U in ve sr iyt o f R or ht

C ar of in a 的 M E D C 和 oI w a 大学 A m es 实验室录人数据库
,

有 9 个国家 40 多人次来信索取

论文
。

美国《 P h ys ica l R ve 记w B》编辑部认为
,

M os sb au er 谱论文
“

提出了对超精细结构理论有

价值的新结果
,

将会得到更广泛的重视
” 。

苏联曾把有关 E u T b O : 的研究论文译成俄文
,

而后

又在美国用英文再次转载
。

美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 A s h er o ft 教授
,

稀土专家 G se hen id en
r

和 日本的 A ik m ot o 及福长修教授等及国内许多著名科学家对该集体的研究工作给予 了高度

的评价
。

我国是稀土大国
,

进行有关稀土化合物的基础研究是为了尽快将稀土产品投人到应用中

去
,

创造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苏教授带领他的集体
,

在进行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研究

过程中
,

通过对 L a 卜、
S xr C o o :

的高温高压的深人研究
,

推进了国家和 国家教委稀土领导小组

的
“

七五
”

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中的
“

稀土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开发和应用
”

项目的研究 ; 开发出

稀土复合氧化物陶瓷阴极材料钻酸惚斓
,

它可代替传统的金属合金阴极
,

成为更新换代的新材

料
,

已获得发明专利
。

进一步利用它对 C O 的优异催化性及其综合优良性能作成新阴极 C O Z

激光器
,

首次应用于激光医疗实践
,

激光器使用寿命比传统阴极提高约 4 倍 (达 4 800 小时 )
。

新阴极 已准备批量试生产
。

经过八年的研究
,

基础研究成果将开始转化为生产力
。

这个成果

于 19 8 9 年 12 月 16 日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鉴定
。

专家们一致认为属
“

国内首创
,

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

在一些重要性能和指标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

现在他们又对一系列的新材料进行

了研究和开发
,

并以稀土过渡族氧化物钻酸惚斓为基础
,

进一步扩大应用
,

期望在氧泵
、

气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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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等的系列新应用中获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

多年积累起来的有关高压作用
、

元素置换
,

特别是氧缺位和变价现象等知识
,

在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
“

稀土与过渡族化合物的合成规律与超导 电性研究
”

资助下使苏教授带领他的研

究集体于 198 7 年 3 月一次成功地制备出高 cT Y一 B a 一C u 一O 超导体
,

成为当时国内最早的少

数几个单位之一
,

苏教授很早就重视氧缺位和变价在新一类高 cT 超导材料中的作用 ;在超导

空穴来源与氧缺位关系以及结构相变和超导电性的联系
,

高压影响
,

电子结构特征
,

电子型超

导新相的发现等多方面的研究
,

都具有特色
,

这些研究都是与国际上同步进行的
。

其集体及合

作者有 6 人被美 国 P a s h a P u b li e a t i o n s In e
.

列人《世界超导人名录 》 (《 T h e S u p e r c o n d u c t i v i t y

D i r e e t o r y》 19 8 8 )
。

美国 D r
.

S
·

B u r i e k s o n 对苏教授及其集体的工作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
“

你们

是十分聪明
、

富有远见 的少数优秀集体的一部份
。 ”

有 13 篇论文被美国 D O E
’

5 O S T E 的

51 5 录入数据库
。

有 30 个国家 2 30 多人次来函索取论文
,

对他们的工作表现了很大的兴趣
。

有的多次被引用
。

也得到国内专家的一致好评
,

采用高温高压合成新方法
,

系统研究了硼酸惚铺等高温高压新产物的发光特性与结构之

间的关系
,

发现存在一稳定的压力区
,

其发光效率比常压高温合成产物增加 80 一 100 倍
,

十分

引人注 目
,

有望获得可供特殊用途的高效发光新材料
。

从而引出一个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 :
“

高效稀土硼酸盐发光材料的高温高压合成新途径和发光特性研究
” 。

对高压稀土化合物项 目的研究所积累的知识促进 了 4 个新生课题的出现
,

丰富和发展了

学科
,

拓宽了研究领域
,

对稀土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

对开发应用也有重要作用
。

在进行高压稀土化合物项 目研究的同时
,

苏教授还对固体物理前沿课题— 准晶
,

进行了

高温高压的截获
,

结构转化研究
,

形成了基金项 目
“

静高压下准晶结构截获及其结构转化的研

究
” 。

另外和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起完成了
“

立方氮化硼 的新触媒及高压合成的研

究
”

和
“

翡翠宝石的高温高压合成研究
”

项 目
,

研究成功几种为合成立方氮化硼超硬材料用的触

媒新品种
,

填补了国内空 白
,

将产生重要的经济效益 ;继美国之后
,

利用高温高压方法
,

使我国

成为第二个成功合成出宝石级翡翠宝石的国家 ; 此外还承担中国科技大学等两个开放性实验

室的两个项 目
,

有一个已完成 ;其它和校内及长春物理所联合申请的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和该集

体青年人承担的两个青年基金项 目也在顺利进行中
。

(三 )

到目前为止
,

苏教授已培养出硕士研究生 35 名
,

其中有 25 名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 ;他和美国教授 J
.

B
.

G 0 o
de n o u g h 及法国 B ad iial 教授联合培养的二名博士生和在校就读

的 3 名博士生以及 4 名 国内访问学者和 1 名国外留学生都受益或正在受益于科学基金
。

这些

研究生毕业后
,

很快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成为科研和教学的骨干力量
,

受到广泛的好评
。

其中

在学 习期间就有 3 人的论文被吉林省科协评为 1 9 8 8 年度吉林省青年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

2

人获二等奖 ;有 1篇于 1990 年被吉林省科协评为第三次全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

在国

外攻读博士学位和作访问的青年教师深受导师的重视
,

获得高度评价
。

该集体的两名青年教

师已成为独立科研项 目的负责人
。

有一些 80 年代的毕业生
,

已具备副教授水平
,

最近有 1名

已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

青年教师除了参加科研以外
,

还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
。

现承担着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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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 3门本科生基础课和 2 门研究生基础课的主讲任务
,

以及 4 门课的辅导工作
。

尽管这样
,

他们在苏教授的带领下仍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项 目的研究工作
,

有的同时参加多个项

目的研究
,

并且 已做出世界水平的工作
。

许多年轻人已发表 20 一 30 多篇论文
。

仅就 1989 年

而言
,

该集体有 10 人次参加了五个国际会议
,

提交论文 13 篇
,

这 13 篇论文中多数都是青年人

的工作
。

自 19 8 5 年 以来该集体共向 12 次国际会议提交论文 32 篇
,

他们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

活动之中
。

该集体近年来每年平均写出 25 篇论文
。

苏文辉教授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2 项 ;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2 项 ; 省科学大会奖

1项 ; 还获吉林大学建校 40 周年科研成果一等奖 1 项
。

迄今
,

通过鉴定
,

评议或完成的研究项

目共 18 项 (包括已完成的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

作出了系统的较为突出的贡献 ;其中

有多项成果还得到实际应用
,

获 2 项国家发明专利
,

有的已产生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

在国际

国内十多种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30 多篇
,

他对高压稀土的研究
,

促进了
“

高压稀土固体

物理学
”

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
,

促进了
“

极端物理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学
”

特色的形成
,

为

吉林大学凝聚态物理重点学科
,

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多年来为我

国凝聚态物理学事业培养出许多高水平的研究生
。

他现任全国高压物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美国国际《 P o w d er D iffr ac it o n 》顾问
,

吉林省物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固体物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
。

由于苏教授在高压稀土和凝聚态物理学前沿课题做出世界水平的工作
,

1989 年
,

李

政道教授聘请苏教授为 C C A S T (世界实验室 )
,

凝聚态和辐射物理分中心的特别成员
。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
,

在集体成员的团结一致和兄弟单位的有效合作下
,

他们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
,

但苏教授并未因此而满足
,

他表示要继续努力
,

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
,

朝

着奋进目标
,

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吉林大学科研处 滕家春 物理系 李莉萍 供稿 )

P R O F
。

S U W E N H U I A N D H I S R E S E A R C H G R O U P

T e n g Ji a c h u n L i L IP i n g

(J il i刀 nU i v e r s iy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