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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2 0 0 7年 5 月信息科学部组织专家对 2 0 06 年结题

的项目进行了结题评估
。

共有 6 94 项 (其中面上资助

项目 5 48 项
,

小额资助项目 1 23 项
,

主任基金资助项

目 23 项 )参加了评估
。

经过专家认真细致的评审
,

34 项被评为
“

特优
” ,

占总评审数的 4
.

9 %
,

2 61 项被评为
“

优秀
” ,

3 59 项被

评为
“

良好
” ,

占总被评数的 89
.

3 %
,

另外有 28 项被评

为
“

中
” ,

1 项被评定为
“

差
” 。

信息科学部从中选择了

一批被评为
“

特优
”

的项目在 《中国科学基金 》上公布

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的简介
,

希望能够以此促进学

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

也促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承担者对结题评估工作的重视
。

1 项目名称
:

基于指纹及眼虹膜信息的数字

水印算法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牛夏牧

依托单位
:

哈尔滨工业大学

研究内容
:

通过对生物测定学 ( iB
o m e t ir cs )的理论

与方法的研究
,

实现对人体生物信息特性 (指纹及眼

虹膜 )的分析
、

测试与提取
,

研究具有人体生物信息的

数字水印信号的生成算法
、

嵌入算法
、

检测及提取算

法
。

开发基于人体生物信息的数字水印算法软件包

和演示系统
。

研究成果
:

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4 项
,

发表期刊论

文 25 篇
,

其中 SC I
、

IE 收录 20 篇 ;发表会议论文 28

篇
,

其中 1篇 2 0 06 年在美国召开的 IE E E 国际会议上

获最佳论文优秀奖 ;发表专著 3 本 ;获得 2 0 06 年度高

等学校科学技术 (自然类 )奖二等奖和 2 0 04 年黑龙江

省科学技术 (自然类 )奖二等奖 ;开发的
“

电子文档安

全管理软件
”

系统 2 0 06 年通过中国信息安全产品评

测中心三级安全认证
。

2 项目名称
:

大规模宽带无线自适应 ad hoc

网络研究

项目负责人
:

李建东

依托单位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内容
:

在大规模路由协议方面
,

给出了运动

参数与保持无线 ad h oc 网络连通的临界传输半径之

间的关系式 ;提出了相对密度的自适应泛洪广播策

略 ;提出了基于位置信息的自适应路由算法 ;提出了

低成本的有 Q石 的路由协议
,

从而降低了路由广播及

路由更新的开销
。

在宽带高速 自适应传输方面
:

推导

出相关信道下 M I M ( ) ( ) F D M 系统的各态历经容量公

式 ;提出了基于高阶累积量的正交频分复用信号子信

道调制方式盲检测算法 ;提出了一种基于频域补偿的

O F D M 子载波组调制的识别算法 ;提出基于最大似然

估计的 O F D M 整数倍频偏的频域估计算法 ;提出了

一种基于高阶循环累积量的载波相位估计算法 ;提出

了一种基于空载波的 O F D M 频率同步方法 ;提出了

基于 -U D 分解滤波的盲时空多用户检测算法
。

在多

址协议方面
,

创新性地拓展了 W L A N 的协议
,

提出了

支持智能天线应用的自适应时隙分配多址接入协议 ;

提出了基于有效竞争接入和高效无冲突传输的多址

接入协议
。

研究成果
:

主要成果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和陕西省高等院校科学技术二等奖 ; 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 3 项 ;发表期刊文章 67 篇
,

会议论文 27 篇
,

其中 n

篇被 SC I收录
,

57 篇被 EI 收录
。

3 项目名称
:

高分辨率工业 CT 算法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韩众

本文于 2 0 07 年 6 月 2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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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

中北大学

研究内容
:

本课题针对高能 x 射线工业 叮 系

统
,

提出对大型构件合理的扫描方式
,

并研究其投影

数据的拼接
、

滤波函数的优化等问题 ;研究扫描过程

中探测器记录光子的统计特性及检测对象内外部结

构等先验信息的有效性
,

采用滤波反投影
、

统计重建

等算法进行图像重建
,

并寻求相应方法提高重建速

度 ;特别针对工业产品先验知识丰富的特点
,

寻找一

种快速
、

有效
、

实用的重建算法并给出相应的程序 ;对

各种算法进行误差分析的同时
,

研究系统主要部件精

度对重建图像的影响
,

研究在一定检台旋转精度下所

能重建图像的最佳分辨率 ;对所重建的图像作进一步

处理
,

特别是图像的边缘部分
,

从而再次提高重建图

像的分辨率
。

研究成果
:

主要研究成果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级科

学进步奖二等奖 ; 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和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

发表刊物文

章 14 篇
,

会议论文 3篇
。

可以使用数值模拟计算方法对微波与化学反应的相

互作用进行定量分析
。

研究成果
:

主要成果获得 2 0 06 年国家科学技术

发明二等奖和 2 0 04 年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
。

申请发明专利两项
。

4 项 目名称
:

光孤子通信中若干变系数模型

的符号计算与理论探索

项目负责人
:

田播

依托单位
:

北京邮电大学

研究内容
:

( 1) 可变损耗与增益组合的介质光纤中

光孤子传播的变系数非线性 段比议h n g e r
模型若干含惆

啾的可观测亮孤子特征 ; ( 2) 光纤通信
、

生物体动脉机制

与空间等离子体的广义变系数非线性 段坛议 hgen
:
模型

的几种新变换
、

光孤子变换特征及可观测效应 ; ( 3) 超快

速信号路由系统和色散管理光纤传输系统中描述飞秒

脉冲传播的变系数高阶非线性 段扮叼 i
gen

:
模型的新变

换
、

显式表达的变系数亮孤子和变系数爆子 ; ( 4) 光孤子

理论的相关学科渗透 (星云子与大翼子概念
、

含尘埃空

间等离子体中若干模型等 )
。

研究成果
:

在 S C I 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27 篇
。

5 项目名称
:

基于实验的液相化学反应等效

复介电常数研究

项目负责人
:
刘长军

依托单位
:

四川大学

研究内容
:

根据化学反应动力学和 Q I aS yer 方程
,

并结合三次不同温度下测量得到的液相化学反应系

统的等效复介电常数化学反应的变化 曲线
,

然后通过

基于实验测量结果的计算
,

推导出该液相化学反应系

统在任意时间和其他温度上的等效复介电常数
,

从而

6 项目名称
:

酶分子构象影响传感器信息传

递原理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唐芳琼

依托单位
: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研究内容
:

将可控制备的纳米颗粒引入到酶分子

生物传感器的组装研究中
,

深入研究仿生膜生物传感

器中纳米颗粒与生物酶蛋白分子的结合方式
,

及其对

酶生物分子的构象和活性的影响原理
,

探索酶蛋 白分

子中心
一

纳米颗粒间电荷转移机理
,

酶分子构象影响

信息传递原理 ;研究纳米颗粒的微电极效应
,

与酶分

子中心间的隧道效应
,

探索酶分子活性中心与金属纳

米晶
、

复合纳米晶及仿生膜间的电信息的产生
、

传输
、

转换
、

存储等性能
。

研究成果
: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8 项
,

公开发明专

利 5 项 ;发表期刊文章 24 篇
,

其中 18 篇被 CS I收录
。

7 项目名称
:

生物分子的电磁控制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顾宁

依托单位
:

东南大学

研究内容
:

利用电磁场与胶体
、

生物分子等软物

质的内享电
、

磁极矩进行相互作用
,

研究其组装形态
,

并进而应用于纳米器件
、

分子 电子学以及生物技术等

领域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

课

题以纳米颗粒为载体
,

运用表面修饰技术成功的在颗

粒表面结合上生物分子
,

利用 自主设计与研制的场发

生装置与实验配置研究纳米颗粒在电磁场下的行为
。

首次观察到了一种哑铃状金
一

有机物复合纳米结构在

交变电场下的特殊组装结果
,

发现了磁场对磁性和非

磁性颗粒的组装都具有调控功能
,

可产生新的特殊结

构
。

研究了交变磁场对细胞的组装作用
。

在实现对

颗粒组装调控的基础上
,

进行了将生物物质固定于颗

粒载体上的研究
,

成功地将心肌钙蛋白抗体结合到磁

性纳米颗粒表面
,

生化分析表明抗体与磁性颗粒结合

后仍然保持其活性
,

同时发现磁性颗粒本身对心肌肌

钙蛋白没有非特异吸附现象等
。

研究成果
:

主要成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自然科学类 )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三等

奖 ; 中国中西医结合科技进步三等奖
。

发表国际期刊



第 5期 信息科学部
:

信息科学部 2 0 06年度面上项目结题
“

特优
”

成果简介 27 1

论文 3 0篇
,

SC I 收录 17 篇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9 响 ;

发表国内外会议论文 25 篇
。

8 项目名称
:

网状智能光网络的生存性研究

项目负责人
:

虞红芳

依托单位
:

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内容 ; 研究了其中的关键问题
,

主要包括共享

风险链路组分离约束路由算法 ;支持区分可靠性的保

护机制 ;支持多粒度业务的保护机制 ;快速恢复时间的

虚拟自愈环的优化设计 ;分段保护设计 ;多播抗毁路由

算法等
。

综合考虑故障恢复时间
、

资源利用率
、

计算复

杂度等性能
,

提出了多种高效的生存性方法
。

研究成果
:

发表国际会议论文 25 篇
,

国际期刊文

章 26 篇
,

其中 25 篇被 SC I收录 ; 66 篇被 IE 收录
。

9 项目名称
:

用于移动终端的紧凑型可重构

平面天线

项目负责人
:

王秉中

依托单位
:

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内容
:

建立了可重构天线的分析模型和综合

方法
,

获得若干种通过模型实验验证的典型天线结

构
。

提出并实践了基于天线特征模理论进行天线可

重构潜能分析
、

指导可重构天线设计的创新思路 ;成

功建立了多种可重构天线的物理和计算模型 ;探索了

通过开关技术
、

多端口激励技术对天线进行电磁特性

重构的原理及实现技术
,

研究出了经过原理性实验验

证的可重构天线单元 10 余种 ;提出在
“

空域有限差分
一

时域矩量法
”

的框架下探索有限差分法与矩量法的

深度融合
,

突破了传统 F D T D 法 的稳定性条件限制
,

实现了高效高精度的时域电磁仿真
。

研究成果
:

发表学术论文 45 篇
,

SC I 收录 22 篇
,

E l 收录 34 篇
,

其中 IE E E / IE E 系列杂志论文 13 篇
,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

获教育部 20 05 年提名国家

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10 项目名称
:

基于 3
、

-4 几何结构的互连算法

研究

项目负责人
:

经彤

依托单位
:

清华大学

研究内容
:

研究适合 3
、

4
一

几何结构的 3 e i
enr 树构

造算法 ;研究考虑障碍的
、

性能驱动的适合 3
、

4
一

几何结

构的 tS ie
enr 树构造算法 ;对 3

一

几何结构和 4
一

几何结构

进行深入比较分析
,

研究合适的非直角互连及布线的

发展方向 ;研究基于 3
、

4
一

几何结构的总体布线算法
。

研究成果
:

共发表学术论文 51 篇
,

被 s cl 索引 23

篇
,

被 IE 索引 犯 篇
,

并获得本领域重要 国际会议的

优秀论文奖和提名奖各 1 次
。

2 0 06 年获得教育部提

名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
。

已申请了国家发明

专利 7 项
,

其中 2 项已被授权
,

5 项被公开
。

n 项 目名称
:

W
e b 服务质量 (伪 S )控制的策

略
、

模型及其性能评价研究

项目负责人
:

单志广

依托单位
:
国家信息中心

研究内容
:

针对 w e b 服务器及其集群系统
,

研究

有效的 W e b q 石 控制机制
、

控制策略与算法
,

并建立

有效的系统性能模型
,

利用随机高级 eP 饭 网 ( S t oc has
-

ict 孤h-s lvee l etP ir N et
,

S H L p N )等性能分析与评价的

工具
,

研究有效的性能分析与性能评价技术
。

研究成果
:

发表文章 17 篇
,

其中 CS I 收录 4 篇
,

E l 收录 n 篇 ; 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2 篇 ;出版专著 1

本 ;本项 目部分成果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12 项 目名称
:

基于三维模型的车辆定位与跟

踪

项目负责人
:

胡卫明

依托单位
: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内容
:

对基于三维模型的车辆定位与跟踪中

的一些前沿问题
,

如车辆三维姿态评价函数的建立和

相关优化间题的求解
、

与车辆的真实运动接近的运动

模型
、

车辆三维姿态的预测
、

遮挡出现的检测
、

可见区

域的确定等
,

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

提出一些有效的新

算法和新思想
。

研究成果
:

相关成果发表在 正 E E l子’a n 、 ct i on : on

乃浓 2群 尸八叉璐 s i gn 汉E E E 了沁 n sa ct io n : 。 n V从 ic u么 r 不扮h
-

n o l`黔 汉E五E 不恤 n二ct io n : 。 n 与 s) et m : ,

入玉之n , a

dn 伪
-

八臼教以 i cs
,

aP 月 C
:
八妙Zi ca it o

sn
a

dn eR
~

等国际权

威刊物上
。

项 目成果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

类 )一等奖的部分重要 内容
。

共发表论文 12 篇
,

SC I

收录 5 篇
。

13 项目名称
:

基于组合覆盖的软件测试技术

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徐宝文

依托单位
:

东南大学

研究内容
:

对基于组合覆盖的软件测试技术进行

了深入研究
,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研究针对各种不同覆

盖要求的组合覆盖方法的测试数据自动生成算法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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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相应的测试用例生成工具
。

研究了基于组合

覆盖的软件测试技术的软件故障诊断和调试技术
,

并

研制开发了相应的工具
。

研究了基于组合覆盖的软

件测试技术在配置测试
,

W E B 测试等方面的应用
。

研究成果
:

获得 2 0 04 年度教育部题名国家科学

进步奖二等奖 ; 2 0 0 5 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 ; 2 0 05 年度教育部题名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发表期

刊论文 10 篇 ;会议论文 8篇 ;国内专利 1 项
。

项 ; 2 0 04 年度获通信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20 05 年

度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16 项目名称
:

储能式自供电压电无线智能微

传感器新技术研究

1 4 项目名称
:

带进位反馈移位寄存器 ( CF S R )

序列的分析

项目负责人
:

戚文峰

依托单位
: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研究内容
:

研究了 F〔! S R 序列中极大周期序列 ( l
-

序列 )的自相关性质
、

l
一

序列的采样不同性
、

提 出了广

义 l
一

序列及其相关性质
、

l
一

序列进位序列的周期及其

互补性质
、

周期序列的 2
一

ad i。 复杂度等问题
。

同时
,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 F (万R 序列实际上是 1 阶环上序

列的模 2 导出序列
,

据此
,

在更高阶环上序列上研究

模 2 压缩映射
,

取得一批研究成果
。

针对近几年序列

代数攻击的问题
,

研究了序列代数免疫 函数问题
,

也

取得一批很好的研究成果
。

研究成果
:

发表期刊论文 16 篇
,

国际会议论文 4

篇
,

其中有七篇论文在国际权威刊物 正五五 arT
n sa c -

t io n 、 。 n l权人〕r

ma
tio n

狱 eo 即 ( 3 篇 )
、

夕八叼 oJ u

arn
l 。 n

且
`。 ℃艺召 A肠 het ma 瓦cs ( 1 篇 )和 凡爪et 凡e l汉s a

dn 了’h e i r

A户户zica t i o n 、
( 3 篇 )上发表

。

1 5 项 目名称
:

下一代网络中面向区分服务的

可扩展组播研究

项目负责人
:

刘莹

依托单位
:

清华大学

研究内容
:

研究了面向区分服务的互联网组播问

题
,

总结分析 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提 出

了一种区分成员需求的互联网组播服务框架
,

以便于

网络管理者根据网络资源情况管理和维护组播服务 ;

设计了区分丢失率服务的路由器分组 队列管理算法
,

在路由器转发层面上保证了区分组播成员需求的支

持 ;设计了共用树组播和边界覆盖网组播的机制和建

树算法 ;设计实现了模拟验证系统
,

分析 了区分成员

需求组播服务框架的性能
,

结果表 明本项 目提出的框

架和算法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优势
。

研究成果
:

共发表期刊论文 n 篇
,

会议论 文 n

篇 ;其中 SC I收录 7 篇
,

lE 收录 14 篇 ;申请发明专利 6

项目负责人
:

李平

依托单位
:

重庆大学

研究内容
:

研究了声表面波器件
、

复合结构电磁

自供电和机械振动自供电
,

将能量汇聚和放大原理应

用于各种电磁自供电和机械自供能结构中
,

取得更高

的输出能量
、

电压幅度和能量转化效率
。

提出基于超

声聚能器的压 电和超磁致伸缩复合材料的磁电换能

器
,

实现对于微弱 电磁信号的高效采集
、

积累
、

汇聚
、

放大
,

取得原理上突破进展
,

在声表面波器件中首次

提出一种单向谐振腔储存从天线收集的能量结构
,

建

立一种能量汇聚楔形结构
,

实现从天线转化的声表面

波的汇聚和放大
。

研究成果
:

发表期刊论文 19 篇
,

会议论文 12 篇

(特邀报告 2 次 )
,

其中 SC I 收录 7 篇
,

IE 收录 13 篇
,

1

篇获得中国科协期刊优秀论文奖
。

推广项 目成果 2

项
,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 29 万元
,

申请专利 6 项
。

17 项 目名称
:

高精度 I sn A R 三维成像的智能

信息融合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

项目负责人
:

王耀南

依托单位
:

湖南大学

研究内容
:

针对高精度 nI S A R 三维成像的前沿性

基础课题
,

在高精度 I n豁眼 图像的精确配准
、

相位解

缠
、

数字高程模型提取与高程误差修正
、

多资源遥感

数据与 玩S A R 融合
、

nI S A R 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的科研成果
,

探索出了高精度 玩S A R 三维成像的

智能信息融合理论方法及应用的新途径
。

研究成果
: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

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发表期刊论文 37 篇
,

会议论文 4

篇
,

S CI 收录 2 篇
,

IE 收录 28 篇
,

专著 1本
。

本项目的

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工业测量
、

地形地貌测量
、

危岩体

及滑坡监测中
。

18 项 目名称
:

基于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的产品

多目标变形设计理论
、

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谭建荣

依托单位
:

浙江大学

研究内容
:

系统地提出了基于虚拟现实人机交互

的产品多目标变形设计理论
,

实现了虚拟环境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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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的产品变形设计模糊交互
、

基于多约束的虚拟样

条变曲率变形设计
、

基于单元置换的产品变结构变形

设计
、

基于定性建模的产品变特征变形设计
、

基于边

界关联的曲面协调变形等一整套产品变形设计技术
,

开发了产品虚拟变形设计软件系统
,

在汽车车身等典

型产品的设计中获得应用
。

研究成果
: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发表学

术论文 16 篇
,

其中
,

1 篇为 S C I收录
,

10 篇为 lE 收录
,

获软件著作权登记 2项
,

以虚拟样机多目标变形设计为

主要创新点之一的相关成果获 2 00 6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1项
,

2 00 5 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

1 9 项目名称
:

复杂网络连接和同步特性研究

项目负责人
:

陈天平

依托单位
:

复旦大学

研究内容
:

研究了复杂网络同步问题
,

提出了如

何讨论非对称藕合系统的同步问题的新方法
。

从理

论和仿真数值计算两方面阐述了同步态不是原系统

的轨道
,

而是它们的一个组合
。

系统地讨论了时滞系

统的同步问题
、

具有时滞的藕合系统的同步问题
。

研

究了具有时滞的
,

激发函数不连续系统的稳定性问

题
、

具有时滞的
,

几种神经网络周期 (概周期 )解的存

在性和稳定性
。

讨论了脉冲藕合系统的去同步问题
。

证明了具有时滞的脉冲藕合系统不会产生同步现象
。

研究成果
:

发表期刊论文 33 篇
,

会议论文 9 篇
,

其中 33 篇被 SC I收录
。

2 0 项目名称
:

中立型随机时滞系统的鲁棒

2H / H oo 控制

项 目负责人
:

徐胜元

依托单位
:
南京理工大学

研究内容
:
研究了中立型随机时滞系统在概率意

义下均方稳定且满足给定的 2H / H co 性能指标的 2H /

H co 控制问题
,

设计了基于状态反馈和动态输出反馈

的鲁棒 2H / H co 控制器 ; 当控制器实现过程中参数存

在不确定性时
,

提出了对控制器参数具鲁棒性的 2H /

H co 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及相关算法 ;给出了使闭环系

统在概率意义下指数稳定
,

且满足给定的 2H / H co 性

能指标的鲁棒 2H / H co 控制器的设计方法
。

研究成果
:

发表专著一部
,

国际期刊 41 篇
,

会议

文章 3 篇
,

其中 40 篇被 sC I收录
,

42 篇被 lE 收录
。

2 1 项目名称
:

探讨复杂动力网络的同步能力

和鲁棒性

项 目负责人
:

吕金虎

依托单位
: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内容
:

该项目主要是深入探讨广义时变复杂

动力网络模型的同步能力
、

同步鲁棒性以及网络动力

学行为
。

具体包括
:

网络同步的理论条件 ;时变网络

模型的同步能力和同步鲁棒性分别由网络的哪些关

键因素决定 ;怎样定量和定性刻画网络的同步能力
、

同步鲁棒性 ;时变网络模型的最大同步能力是多大 ;

哪些边和节点对网络的同步鲁棒性影响最大
,

哪些边

没有什么影响 ;怎样改进网络的同步能力
、

同步鲁棒

性
、

维护网络的安全性等
。

研究成果
:

发表期刊论文 26 篇
,

会议论文 16 篇
,

其中被 SC I收录 25 篇
,

IE 收录 18 篇
,

专著 1 本
,

申请

发明专利 2 项
。

2 2 项 目名称
:

空间知识的拓扑表示与推理

项目负责人
:

李三江

依托单位
:

清华大学

研究内容
:

提出一种能同时容纳离散和连续模型

的形式系统
,

为空间信息的多表示理论和分层递阶理

论建立了基础 ;细致研究了复合推理技术
,

证明了任

何相容的 R (C 粥 关系网络都有相容的一 步扩张
,

对

R e
nZ 和 N eb el 的关于 R C CS 推理复杂性工作中存在

的一个漏洞做了完满补救 ;采用九交方法对平面区域

间的拓扑关系进行了完备分类 ;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

逻辑的近似拓扑推理机制
。

研究成果
:
本项目组 已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相关论

文 17 篇
,

其中有 3 篇发表在 A rt iif
c

椒 nI elt l

lgen
ce

,

一

篇发表在 G IS 领域的重要刊物 刀G I S
,

另有一篇在著

名国际会议 U C A I 上做报告
。

23 项目名称
:

等离子体氧化 z 珑叽 ( v : N
,

P,

sA )制备高质量 p
一

型 z n o 薄膜及 z n o p
·

n
结发

光器件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刘益春

依托单位
: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

东北师范大学

研究内容
:

用等离子体辅助金属有机化学气相外

延方法在石英
,

硅和 蓝宝石 基片上 制备 出高质量

snZ 姚 ( v
:

N
,

P
,

sA )薄膜
。

研究射频功率
、

基片温度

及气体流速比对 z n3 从组分
、

结构性质的影响
。

用
.

氧

等离子体氧化与热处理技术相结合实现 O 替代 N 族

元素
,

同时实现 rA 等离子体诱导下的 N 元素激活获

得 -P Z n O
:

N 薄膜
,

研究等离子体参数和退火条件对 -P

z on
:

N 薄膜材料的组分
、

结构
、

光学和 电学输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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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研究氧化条件下 0 替代 z n3 从结构中 N 及其

立方反锰铁矿结构 z n3从 向六方结构 Z n o : N 的变化

规律
,

实现对载流子浓度和电学性质的控制 ;研究 N

对 -P Z n o
:

N 激子发光动力学过程的影响
。

获得了具

有良好整流特性的 卜 z on
:

N / -n iS 异质结材料
,

研制

出近紫外发射的 -n Z n (刀--P G a N 异质结发光二极管和

同质结发光二极管
。

研究成果
:

2 0 06 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1项 ;发表国际期刊论文 73 篇
,

国内核心刊物

论文 11 篇
,

其中 73 篇被 CS I收录
。

很好的选择性和高的灵敏度
。

研究成果
:

获重庆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发表刊

物论文 34 篇
,

其中 14 篇被 SC I收录 ;重要成果发表

在 Na
n 。

玩
t

,

dA
y

.

腼etr
,

J
.

外笋
.

。 ` m
.

B 上
,

申请

美国专利 1项
,

中国专利 1 项
。

2 4 项 目名称
:

高效率白色有机电致发光器

件的研究

项目负责人
:

赵毅

依托单位
:

吉林大学

研究内容
: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是将磷光敏化机理

应用于有机白光发光器件
。

在磷光敏化有机白光器

件中创新性地采用了绿 /蓝 /红的发光层排列方式
,

这

种排列阻断了绿色和红色磷光材料之间的能量转移
,

因此器件的亮度和效率大幅度提高
,

同时色坐标随电

压的变化几乎不变
。

所得到的器件亮度超过 30 0 00
c
d/ 衬

、

最大 电流效 率 为 27
c d/ A

、

功 率效 率 为

12 1耐W
、

1 00 0 c d/ 衬 亮度下电流效率为 22
C盯 A

、

功

率效率为 7
.

7 1时W
、

色坐标为 ( 0
.

44
,

0
.

4 2 )
、

色依赖常

数为 81
、

且光谱随电压变化不大
。

此外
,

还研究了多

种结构的有机白光器件
。

研究成果
:

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 37 篇
,

全部被

CS I收录
。

2 5 项 目名称 : 碳纳米管压阻效应的研究

项目负责人
:

胡陈果

依托单位
:

重庆大学

研究内容
:

实验上完成了掺杂
、

化学处理及不同

管径碳纳米管的压阻效应的系列研究
,

发现碘掺杂和

酸处理都有助于提高碳纳米管的压阻因子
,

在室温

5 00 微应变下
,

最高压阻因子可达 3 50
,

大大超过多晶

硅在 35 ℃时的压阻因子 30
。

从理论上建立了碳纳米

管膜的导电模型
,

得到了理论与实验相一致的结果
。

这一模型对进一步研究与碳纳米管相关的压阻
、

气敏

效应及电化学性质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

系统地研

究了共价和非共价修饰以及不同管径碳纳米管的电

学和电化学性质
,

发现影响其电化学性质的两个重要

因素
一

激活能和活性官能团
。

将梭基修饰和 D N A 功

能化的碳纳米管应用于微量生物分子的检测
,

得到了

26 项 目名称
:

基于高度定向聚合物
一

碳管纳

米复合膜的光伏器件性能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封伟

依托单位
:

天津大学

研究内容
:

采用原位吸附
一

受限生长 的方法对定

向纳米碳管阵列层进行单体吸附与聚合物链增长
,

从

而获得高度定向的碳管
一

聚合物纳米复合阵列膜
。

该

膜具有光吸收谱拓宽及吸收强度增强的特性
。

以此

类有序的纳米复合膜作为激活层
,

设计并制作了给

体
一

受体多层结构的异质结光伏电池
。

运用现代分析

手段与光 电测试方法对激活层组成
、

形态参数及器件

性能进行表征
、

测试和优化
,

建立 了激活层材料组成
、

形态与器件性能三者的关系
,

提高激子在复合膜中的

分离与输运效率
,

减少各种过程损耗
,

进一步研究了

微结构有序化对有机光伏器件性能的影响机制
,

从而

建立薄膜有序性与光伏器件性能的函数关系
,

为制备

高效有机聚合物光伏电池奠定了理论基础
。

研究成果
:

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

申请专利 2

项
,

发表期刊论文 17 篇
,

会议论文 ( IS T p 收录 )4 篇
,

其中 17 篇被 SC I收录
。

2 7 项目名称
:

具有高速波长变换功能的宽带

光纤参量放大技术研究

项目负责人
:

姜淳

依托单位
: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内容
:

( 1) 宽带参量放大增益谱的内在平坦

技术
。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采用色散特性互补

的三级或两级光纤接联构成宽带参量放大器的技术

方案
,

获得 了平坦带宽可以覆盖全波光纤低损耗窗

口
、

平坦增益在 20
.

O dB 左右
、

增 益谱平坦度在

0
.

2 dB 以内的优化设计参数
。

( 2) 研究了降低泵浦

功率的关键问题
。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利用慢光波导

作为增益介质可以提高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包括各

种非线性效应
、

能级跃迁和受激散射等 )的理论
。

研

究结果表明
,

采用具有较慢群速度的泵浦脉冲或双波

长泵浦的技术
,

可以降低所要求的泵浦功率和缩短增

益介质长度
。

( 3) 研究了光纤参量放大器 的噪声来

源
。

结果表明
,

泵浦噪声所引起的参量放大器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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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放大器结构参数有关
,

放大器结构参数需要优化来

平衡高增益和高噪声之间的矛盾
。

( 4) 设计了基于光

纤参量放大器的长距离 W勺M 光传输系统和光交换

节点
,

并进行了系统性能分析
。

在传输系统参数相同

的条件下
,

与其他放大器相比
,

基于光参量放大器的

传输系统具有更好的传输性能
,

基于光纤参量放大的

波长变换具有全光多粒度交换的特点
。

研究成果
:

2 0 06 年获教育部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获得批准 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

申请 2 项
,

发表 14 篇

SC I论文
。

2 8 项目名称
:

有限光束在微结构中的传播特

性及其应用研究

项目负责人
:

李春芳

依托单位
:

上海大学

研究内容
:
在理论上研究了不同偏振的有限光束

穿过普通材料
、

左手材料和增益材料介质膜的反常侧

向位移
,

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 了有限光束穿过光密介

质膜的反常侧向位移以及角偏转 ; 此外还分别从理论

和实验两方面研究了薄膜增强的全内反射结构和受

抑全内反射结构中反射和透射光束 G为 S ~

H台n e h e n
位

移的增强效应
,

并利用改变结构参数和介质膜材料属

性等方法在理论上发现了光束位置的空间调制原理
。

研究成果
:

发表期刊论文 28 篇
,

会议论文 18 篇
,

其中 22 篇被 SC I收录
。

多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的

物理学杂志上
。

2 9 项 目名称
:

用强度差压缩态及光纤传输

的连续变量量子保密通讯

项目负责人
:

潘庆

依托单位
:

山西大学

研究内容
:

在理论上证明利用连续变量纠缠光束

进行量子密钥分配的安全性远高于相干光通讯
。

在

实验上
,

利用 自行研制的瓦级全固化整体腔单频激光

器抽运由
a 切割 K T P 晶体构成的二类非简并倍频

腔
,

在 1
.

18 w 抽运功率下谐振倍频腔输出绿光功率

达 8 49
1l l

W
,

倍频效率 72 %
,

绿光频率的短期稳定性优

于 士 2 4 6 k卜几
,

长期稳定性优于 士 2
.

3 M H
z 。

利用该倍

频腔
,

实验产生了三种压缩光场
:
在 8 rn w 抽运功率

下
,

从倍频腔的 I O80 lnn 反射抽运光中
,

分离出 ( 3
.

2

土O
.

1) dB ( 一 5 2 % )的压缩真空态和 ( 1
.

3 士 0
.

2) dB

(一 2 5 % )的明亮正交振幅压缩光
,

在 19 m w 抽运功

率下
,

得到 ( 5
.

0 士 0
.

2) dB (一 68 % ) 的最佳压缩真空态

光场
,

在 50
n l

w 抽运功率下
,

得 到 ( 3
.

1 士 0
.

2) dB

(一 5 1 % )的最佳 5 40 lnn 明亮正交振幅压缩光
。

对工

作在闭值以上 ( ) P ( ) 腔输出孪生光束位相之间的量子

关联进行测量
,

实验测得的强度差与位相和的噪声分

别低于散粒噪声 基准 ( 1
.

25 士 0
.

0 6) dB 和 ( 0
.

60 士

0
.

0 7) dB
,

证明 C田( ) 腔输出的孪生光束也同样具有

E P R 关联特性
。

研究成果
:
发表 SC I论文 8 篇

,

其中在国际期刊

月 2少
.

尺欲
少

.

反 tt
.

上 1 篇
,

在 OP
t

.

切
t

.

上 2 篇
,

在

尸边笋
.

尺郡
.

A 上 2 篇
。

3 0 项 目名称
:

恶性肿瘤的声动力学荧光成像

诊断研究

项 目负责人
:

邢达

依托单位
:
华南师范大学

研究内容
:

结合光子学
、

声学
、

医学
、

光 电子学等

多学科技术
,

拟开展癌症的光子学早期诊断新方法的

研究
。

首次提出声动力学化学荧光肿瘤诊断方法
。

首先利用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之 间的代谢差异
,

使用

声敏剂对肿瘤进行定位
,

再通过肿瘤内超声激发产生

的单态氧与水溶性化学发光分子 F C L A 的化学反应
,

产生 5 32 mn 的高效率光子辐射
,

其后利用高灵敏度

IC C I ) 系统对光子辐射成像
,

从而进行肿瘤诊断
。

研究成果
: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 项
,

申请 6 项
,

获

2 0 0 5 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 2 0 04 年度广东

省丁颖科学技术奖 ;发表期刊论文 25 篇和会议论文 5

篇
,

其中 24 篇被 SC I收录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O F P R O G R E S S O F G E N E R A L P R C J E C T S R A T E D E X T R A

E X C E L L E N C E I N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C I E N C E S I N 2 0 0 6

W
u G u o z h e n g Q i n Y u w e n Z h a n g Z h a o t i a n M e n g T a i s h e n g

(且 2

加
n t m e n t of ls `八〕 r

ma
t沁n

cS i e n ce s ,

N S F C
,

Be 红艺
n g 10 00 8 5 )

K e y w o dr s in of r m a t io n s e i e n e e s ,

g e n e r a l p orj
e e t s ,

i n t r o d u e t 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