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5 9年

首届国际富勒烯学术会议情况介绍

第一届国际富勒烯科学与技术交叉学科学术讨论会于 1 9 93年 6月 2 8日到 7月 1日在美

国圣巴巴腊召开
。

包括对 C`。

的发现及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英国 H
.

r Ko t。 ,

美国 R
.

S m all ey 在

内的国际著名学者 1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
。

我国有 13 人参加
,

其中国家科委组团 4 人
,

国家教

委组团 3 人
,

基金委组团 3 人
。

共有 12 个大会报告
,

21 6 篇墙展
。

其中美国 8 篇 口头报告
,

62

篇墙展
。

我国 30 篇墙展
,

占文章总数的第二位
,

英国 17 篇
,

位居第三
。

这次会议学术气氛

浓厚
,

半小时的 口头报告听众总是满员的
,

之后的评论及讨论十分踊跃
,

全都是由于半小时

的时间限制才不得不中断
。

墙展过程中
,

讨论问题
,

索要文章的场面非常热烈
。

我国北京大

学顾镇南教授和孙亦梁教授的墙展
,

索要文章的竟达 30 多人
。

这次会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科学主题
:

富勒烯原子簇
;
富勒烯的理论

、

物理
、

化学研究
;
富勒烯包含物及配合物

; 富勒烯纳米

管
;
新化学

。

富勒烯是物理
、

化学
、

材料科学家共同感兴趣的前沿研究领域
。

此次会议提供了跨学科

专家交换研究成果和探讨今后研究方向的机会
,

以便从理论
、

反应和实用诸方面促进富勒烯

研究更快的发展
。

富勒烯研究始自 19 8 5年美国 iR ce 大学 H
.

rK ot 。 和 R
.

S m all cy 等人用质谱

法检测出 C
6。

分子
,

但自 19 9 0年下半年 rK
a
sct h m er 和 H uf fm an 以电弧法成功地制备出克量级

C 6 。
以后

,

富勒烯的研究才得 以蓬勃发展
,

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研究热潮
。

仅二年半的时间便召

开专门的国际会议
,

这在学术界是不多见的
。

通过会议
,

可以看到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动向
:

( 1) C 6。

的研究热持续不断 会议 80 %的论文涉及了 C 6。

的制备
、

分离
、

修饰
、

理论及应

用等方面
。

其中包含物制备
、

化学修饰反应
、

修饰物的超导
、

铁磁性
、

非线性光学性质
、

单

晶及薄膜制备研究都是倍受关注的领域
。

由于早期产生量低等原因
,

化学家对 C
。。

的研究起步

晚于物理和材料学家
。

其后有关化学的文章增长较快
,

目前似有占主导地位的趋势
。

现在仅

化学类的文章就有 1 3 0 0 多篇
。

( 2) 对 C
7。
以上的高富勒烯及富勒烯纳米管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会议有 20 写左右的

论文涉及 C
7。
及纳米管

,

洋葱球的研究
。

由于 C
7。

的对称性低于 C
6。 ,

具有更大的化学活性
,

化

学修饰及性质研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
富勒烯纳米管及洋葱球

,

因其结构特殊及诱人的应用

前景
,

引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研究兴趣
。

( 3) 材料科学家的关注 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世界著名的大学及研究单位
,

而且有美国
、

日

本的几家大公司的代表
。

美国的 BI M
,

uD P on t
,

日本的 N E C 都作了研究成果的报告
。

他们对

富勒烯原子簇及包含物
,

化学聚合物
,

纳米管技术等有应用前景的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

但

现在基本上仍然处于艰苦的基础研究阶段
。

( 4) 新化学概念的提出 富勒烯的出现使人们对碳素材料的内部结构重新进行思考
。

有

人称富勒烯的出现将带来化学革命
。

化学家已对富勒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涉及无机化学
、

有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95. 01. 024



第 1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机化学
、

分析化学
、

物理化学
、

高分子化学等
。

尤其是对 C6。

的系统化学研究正在兴起
。

已获

得的成果表明
,

对富勒烯的化学研究将会有充分进展
,

这将为一门新兴化学— 富勒烯化学

的诞生奠定基础
。

( 5) 富勒烯的研究方兴未艾
,

显示出深刻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

但从总体看
,

富勒烯的研究

还未在某一方面有 突破性的进展
。

正因为如此
,

这是一个充满竞争与希望的领域
。

需要进一

步研究与开发
。

这次会议也显示了我国对富勒烯研究的实力
。

我国的 C 7。
以上的富勒烯分离

、

分析技术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
。

北京大学的 C 7 。

样品引美国两家公司的兴趣
,

带去的 C 6。 、

C
7。

产品全部售

完
。

C
。。

单晶薄膜及非线性光学性质的研究具有较高水平
。

另外
,

理论计算研究 C
。。

单晶制备
、

化学修饰
、

超导性质及纳米管研究也都具有国际水平
。

但从整体上讲
,

我国的地位并不处于

世界前列
。

然而在我国资助强度低下的情况下
,

能有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
。

富勒烯的

研究似乎进入了高层次的深入研究阶段
,

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
,

需要精干的研究人员

从事持续研究
。

我们呼吁有关方面重视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

给予相应的资助
,

使我国在某

些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

为我国科学在国际上争得更多的荣誉作出更大的贡献
。

(化学科学部 韩万书 供稿 )

1 9 9 4 年度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获得者名单

序序 号号 姓 名名 专 业业 所 在 单
·

位位

lllll 王诗成成 数学学 北京大学学
22222 王建磐磐 代数数 华东师范大学学
33333 符 松松 流体力学学 清华大学学
44444 武向平平 天体物理理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
55555 侯晓远远 凝聚态物理理 复旦大学学
66666 王 牧牧 凝聚态物理理 南京大学学
77777 孙昌璞璞 理论物理理 东北师范大学学
88888 冯守华华 无机化学学 吉林大学学
99999 马大为为 有机化学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

lll 000 白春礼礼 物理化学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
lll 111 田中群群 电化学学 厦门大学学
111 222 瞿金平平 塑料机械及加工工 华南理工大学学
111333 王小如 (女 ))) 分析化学学 厦门大学学
111444 周秀芬 (女 ))) 微生物物 华中农业大学学
lll 555 黄大卫卫 昆虫分类学学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
111 666 王志新新 生物化学学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
111 777 刘德培培 分子生物学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
lll 888 陈香美 (女 ))) 泌尿系统内科学学 解放军总医院院
lll 999 杨焕明明 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
222 000 张启发发 植物遗传传 华中农业大学学
222 lll 邓秀新新 果树学学 华中农业大学学
222 222 曹雪涛涛 免疫学学 第二军医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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