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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准晶研究取得高水平成果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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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国际领先的学术成果
“

总体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

在一些重要方面始终保持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

这是 1 9 9 2年初

由国内知名物理学家
、

学部委员章综
、

柯俊
、

甘子钊和其他专家教授组成的验收评议会上对由

学部委员郭可信主持的重大项目
“

准晶的结构与物性
”
给予的高度评价

。

准晶是 1 9 8 4年才发现的一种新型的准周期排列的晶体
,

它的发现极大地震动了世界物理

学界和晶体学界
。

我国的准晶研究在世界上 占有重要地位
。

几年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

该项

目的科研人员获得 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
:

发现了稳定的 A l
一

C u 一

C o
十次对称准晶

,

并长出

毫米尺寸单晶体
;
首先在十次对称准晶中观察到位错和层错

;
首次在十次对称准晶中发现在准

周期方向输运性质有半导体特征
;
首次在八次对称准晶中发现公度错及畴结构

;
首次用相位子

概念和理论分析了准晶的相变现象
; 在准晶电子理论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

三年来
,

他们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及专著中
,

共发表论文 1 04 篇
,

其中有 10 篇发表在著名

的美国《物理评论快报 》上
,

有些在三年中被人 引用百次以上
。

据国外某杂志统计
,

我国准晶研

究在国际重要物理与冶金刊物上发表了 71 篇论文
,

论文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

在国外学

者编写的有关准晶工作评述论文中
,

引用本项 目参加者论文占巧一16 %之多
。

三年内共有 10 人

应邀在国际会议上作大会邀请报告
。

学术界公认
,

我国的准晶研究在合金及结构两方面一直保

持着国际领先地位
。

2
.

中青年学者的拼博献身精神

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是和学术带头人郭可信教授带领 下整个研究集体奋力拼博分不开

的
,

各课题负责人为我国科学事业忘我献身精神
,

年轻学者通过创造性工作一个个脱颖而出
。

课题负责人武汉大学副校长王仁卉教授
,

在准晶结构与缺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

他在繁

忙的校务工作中抽时间到北京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做实验
,

和年轻的研究生们一起夜以继 日地

工作
,

把全部业余时间和节假 日都用在科研第一线
。

课题负责人李方华教授为把相位子理论用

于准晶相变
,

课题负责人张殿林研究员在困难的准晶物性研究上
,

都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

取得

了突出成绩
。

正是这样一批中年课题负责人忘我献身精神
,

才使他们在激烈国际竞争中保持着

领先水平
。

尤其可喜的是
,

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都是由一些青年人完成的
。

在他们中间涌现了张泽

(第一届吴健雄物理奖获得者 )
、

王宁 (第二届吴健雄物理奖获得者 )
、

吕力 (中科院有突出贡献

青年 )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

已经形成一支敢于攀登
、

善于攻坚的中青年研究队伍
。

由于出色 的科研成果和整个研究集体的 良好风气
,

不但吸引了国内人才而且还 吸引了许

多年轻海外学子 回来参加他们的工作
,

解决一些难题
,

推动整个研究工作开展
。

3
.

出色的领导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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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大项 目在郭可信教授主持下
,

学术领导小组对课题分工
、

合作和交流活动
、

研究进

展和导 向等方面进行了有效领导
,

对取得高质量成果和顺利完成研究 目标起了重要作用
。

本项 目包括了准晶的合金与生长
,

准晶的结构
、

缺陷与相变
,

准晶的物性与电子理论等多

方面的研究
。

对每个参加单位既有分工又有相互联系和合作交叉
,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

且不

重复
,

并及时支持创新方面的研究
,

这些全在于学术领导小组的领导
、

调配
。

领导小组还利用国

际
、

国内学术会议和年度总结会议研究项 目进度和导 向
,

使认识很快达到一致
。

经费的独特管理也是学术领导和导向重要手段
。

他们采取了
“

滚动式
”

管理
,

即经费掌握在

项 目负责人手中
,

根据每年的论文和成果
,

分配下一年经费
。

事实证明
,

这种管理办法对促进多

出成果
、

出高水平成果起了很好作用
。 “

滚动管理
”
也为我们资助经费管理创造了一些好经验

。

研究生是科研主力军
,

学术领导小组对研究生一是精选二是严格要求
,

要求硕士生在国际

学术刊物上发表 1一 2篇论文
,

博士生 3一 4篇
, “

逼
”

研究生成才
。

4
.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对于基础研究
,

最重要的是要有独创性
,

这就必须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
,

敢于参与国

际竞争
。

在国际合作研究中
,

最重要的是选择合作对象
。

合作研究的基础是双方各有特长
,

对双方

有利
。

本项 目在选择合作对象方面
,

一是利用对方设备优势
,

二是利用对方业务储备优势
。

如德

国于利希研究中心有世界一流高分辨电镜
,

因此项 目组派张泽博士去与该中心的 U r b an 教授

合作
,

在准晶位错与层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

用 电镜观测高能粒子轰击下的准晶
,

国内无

此条件
,

王仁卉教授选择了有此条件的 日本北海道大学高桥教授进行合作
。

又如我国缺乏对

A I
一
C u 一

C 。
大块准晶单晶的 X 射线衍射实验与计算的业务储备

,

而德国慕尼黑大学 W
·

S t eu
n
er

博士擅长非周期结构的 X 射线分析及计算
,

项 目组把样品寄去与之合作
,

几个月后即得出结

果
,

并联合撰写了两篇论文
。

这些都充分发挥了双方特长
,

有利于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快 出成果
。

在学术交流方面
,

学术组认为在国内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收益最大
。

1 9 9 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

日双边学术会议
,

日本东京大学固体物理所所长竹内伸报告的内容与博士生张洪
、

李中兴的工

作不谋而合
,

研究生不仅有机会参加这种交流且可立即达成合作协议
。

出访工作要有明确 目的性
。

1 9 9 0年郭可信教授应邀访间国际著名的英国卡文笛什实验室

一个月
。

去之前
,

就想到 50 年代这个实验室发表过一系列有关铝合金金相结构论文
,

80 年代后

期就在这些合金中找到了准晶
。

在访问中他花费半月时间查阅了近 10 篇厚厚的博士论文
,

终于

找到了一篇有关 lA
一

C o
合金中五次对称衍射图

。

当时认为是孪晶
,

没意识到是准晶
。

回国研究

后
,

很快首次找到 A l
一

C。
十边相准晶

,

作出重要成果
。

“

准晶的结构与物性
”

研究已取得重大成果
。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为祖国争得荣誉
。 “

八五
”

期间这个项 目已成为基金委员会重点项 目
,

在原有基础上定会取得更大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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