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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坤握和他的研究群体—
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

本刊编辑部

按 语 本刊 曾于 199 3 年介绍了东北大 学的刘积仁和柴天 佑两位青年科学家分别领 导的东北大

学
“

软件 中心
”

和
“

自动化控制 中心
”

的两个青年研究群体
,

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起步
,

迅速

发展壮大的典型事例
。

今天
,

我们 的记 者再次被另一个优秀的研究群体的事迹所感动
。

这是 一 支

老 中青结合 的研究集体
,

是我国基础研究队伍 中的优秀代表

—
她就是 彭坤挥教授领导的山西 大

学光电研 究所
。

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也是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下
,

不 断追赶着量 子 光电

学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
,

信心十足地走上一 条不 断扩展 的路
。

20 多年来
,

他们 战险阻
、

攻难关
,

从

一个普通高校 的普通教研室
,

逐渐建设发展成为在国 内外具有很高影响的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重

要实验研究基地
。

近十年来
,

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量子光学的全 国性和 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先后在

这里 召开
。

不少 国外量子光学界同行来光电研 究所进行合作与交流
,

扩大 了山西 大学在 国外学术

界的影响
。

此外还有一些国外青年学者常年在 山西大学的光 电研究所参与研究活动
。

每年他们还

向复旦大学
、

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等国内重 点单位输送本科生和研究生
。

可 以说
,

山西大学的光

电研究所不仅是国内重要的学术研 究基地
,

也是光学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
。

他们通过 自己不

断的探索和不 懈的努力
,

亲身实践着基础 理论研究与高技术产品 的开发应用 的有机联系
,

同时高技

术产品的研制开发过程又必然会促使他们在基础 理论研究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

彭教授和他领

导的研究群体所走的道路必将越来越宽阔
,

研 究所的发展前景也将越来越美好
。

位于太原城南的山西大学校园优美恬静
。

掩映

在高大梧桐和婀娜垂柳 的丛林 中不同年代
、

不 同风

格的教学楼
,

显出这所百年大学所走过的辉煌 的历

程
,

也预示着这所重要教学科研基地的光明未来
。

光电研究所设在山 西大学
“

逸 夫科 学馆
”

的一

侧
,

自成体系地拥有 3 层楼面
。

在这个总面积并不

十分宽裕的楼内却包括 了实验室
、

研究室
、

办公室
、

阅览室 和会议室
、

报告厅 (兼作教室用 )等多种用途

的房间
。

当我们一踏进研究所的大门
,

一股浓郁
、

温

馨
、

祥和 以及勤奋进取的气氛便渐渐使每个访问者

为之感动
。

研究所建立发展的历程
,

出成果
、

出人才

的情况
,

当前的教学
、

科研的状况等都简洁生动地展

示在来访者必经的走廊上
。

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一幅

幅临摹的体现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画家风格的油 画作

品恰到好处地点缀在研究所每个房间和楼梯走廊的

墙壁上
。

看到这些清新典雅的油画 以及几尊小巧 的

雕塑
,

不由得令人想起李政道教授所说 的一句话
,

“

科学和艺术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

他们是不可分割

的统一体
” ,

它也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相互依存
、

相 互

启发的互动关系
。

当我们走进彭坤埠教授的办公室
,

又被这里独

到的整体设计和布置格局所吸引
。

尤其是彭教授办

公桌后面墙上那 40 多张镶嵌在金色小镜框 中
,

并附

着红
、

白
、

黄不同色彩卡片说 明的小照片
,

更是令人

惊异
。

据彭教授说
,

他们都是光 电研究所培养出的

优秀毕业生
,

其中有硕士 生
、

博士 生
,

还有几位外 国

留学生
。

卡片上不仅记 录着他们 的毕业时间
,

目前

所在的研究单位
,

而且还记录着他们所作 的毕业论

文题 目和 目前的研究方 向
。

彭教授办公室 的两侧是

3个研究室 和 1 个 小型 期刊 阅览室
。

人们 走到过

厅
,

就可 以透过大幅玻璃墙看到彭教授在办公室里

做什么
。

彭教授同样也可 以在办公室里就看到周围

研究室里研究人员和学生们工作的情况
。

这里的学

习
、

工作和研究的小环境形成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
,

既给人以家庭式 的舒适 和温馨
,

又有一种轻松方便

的研究环境
。

由此也可 以看出彭教授和他 的夫人谢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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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教授以研究所为家和他们夫妇为此所倾注的心

血
。

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
,

20 余年来
,

彭坤挥教授率领光 电研究所 的广 大

研究人员 不断追赶着光电领域 的 国际领先水平
,

信

心 十足地走上一条不断扩展的路
,

从一 个普通高校

的普通教研室
,

逐渐 建设发展成为在 国内外具有很

高影响的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重要实验研究基地
。

目前
,

光电研究所共有教授 9 人 (博士生导师 7

人 )
,

副教授 8 人
,

其 中大多数为 45 岁 以下 的年轻

人
,

另有青年讲师 7 人
,

研究生 50 多人
。

美国 阿 肯

色大学物理系肖敏博士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获得者 )等一批海外知名青年学者也都参与 了光

电研究所的研究活动
。

形成了 一个老 中青三结合
,

并以年轻学科带头 人 为学术骨干的研究梯队
。

在发挥学术研究优势的同时
,

山西大学光 电研

究所也十分重视光学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
。

每年他

们不仅向复旦大学
、

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等 国内

重点单位输送大量本科生 和研 究生
,

同时也常年接

待一些国 内外青年学者进行进修或参与研究活动
。

光电研究所在建设 中始终重视 学术交 流
。

近

10 年来
,

承办了 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国 际或 国 内量

子光学方面的学术会议
,

不仅方便了 国内外量子光

学界同行来光电研究所进行合作与交流
,

同时也扩

大 了光电研究所在 国外学术界的影 响
。

此外
,

光电

研究所在国 际上先后 与美国
、

法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
、

德国等国家的量子光学界同行建立 了长期的合作关

系和学术联系
,

定期互派学者进行学术交 流
。

在国

内
,

该研究所与中 国科技大学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等单位建立 了密切的联系
。

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极

大地推动 了光 电研究所及我 国光学 学科 的整体 发

展
。
、

研究所共有 5 个研究室
,

从事着量子光学 和 量

子信息方面研究工作
,

他们在非经典光场产生
,

低于

散粒噪声极限的光学测量及量子非破坏测量等方面

都做出 r 具有创新意 义的研究成果
,

其指标达到 了

国际先进水平
。

他们利用 已 实现可 调谐压缩 光 和

E P R 对正在开展亚散粒噪声吸收光谱实验和 量 子隐

形传态的实验
。

他们还在原子俘获以及非经典光场与原子相互

作用 方面进行了 积极 的探索
,

在对实现艳原 子的激

光冷却与俘获
,

获得超冷艳原子 团
,

获得高压缩度 的

稳定振幅压缩光 ; 建立研究腔量子电动力学 的实验

系统
,

实验原子与非经典光在高 Q 腔 中的共振强祸

合
,

研究原子在非经典光场中的辐射特性
,

研究原子

在超冷状态 下的 行为等方面取得 了 一 些 阶段性成

果
。
一 批研 究论文在 P h ys

.

R ve
.

eL tt
. ,

hP ys
.

R ve
.

A
.

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期 刊上发表
,

受到国内外同行 的

关注
。

光电研究所的广大教研人员在科研中 正通过 自

己不断的探索和不懈 的努力
,

亲身实践着基础理 论

研究与高技术产 品 的开发应用的有机联系
,

即高水

平的科技产品必须有高质量的基础研究作后盾
,

同

时高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过程又必然会刺激基础理

论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
。

几年来光电研究所 十分重

视对高科技产品的开发与研制
,

从建立机械 车间开

始
,

积极努力完善实验条件
,

投人很大力量对泵浦源

进行深人研究
。

继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高

功率连续稳频环行 Y A G 激光器
”

之后
,

研制 出已 形

成产 品 的单 频 Y A G 激 光 器
,

L D 泵 浦 激光 器 等
。

Y A G 激光器已有系列化多规格的产品
,

提供给兄弟

单位使用并远销国外的一些实验室
,

反映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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