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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涛

k研究员 o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l

简历

t|yv年生 ot||s 年在中国

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获博士

学位 qt||s年 u月至 t||{年 ts

月在英国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等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qt||{

年 ts 月回到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 q

已取得学术成就的创新点及评价

向涛在高温超导微观机理和多体理论的数值计

算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果 q主要表

现在 }ktl理论预言了高温超导体超流密度函数的低

温行为 o并为实验所证实 ~kul发现高温超导能隙随

超导相变温度变化的标度律 o回答了不同实验之间

存在差异的原因 ~kvl成功地解释了反铁磁绝缘体

≥µu≤∏�u≤ ū 的角分辨光电子谱 o验证了用单带模型

描述高温超导体低能电子性质的正确性 ~kwl把研究

强关联电子系统的密度矩阵重整化群方法推广到动

量空间密度矩阵重整化群方法和有限温度情形 o大

大推广了密度矩阵重整化群化方法的应用范围 q

向涛上述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重要刊物上计

vx篇 o被 ≥≤�收录的有 us篇 o其中作为第一作者的

有 tz篇 o被 ≥≤�收录的有 {篇 q发表在 °1 � 1�上的

有 w篇 o其中作为第一作者的有 u篇 q他的研究成果

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o论文被引用 tyu次 o

其中他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被应用 |z次 q曾应邀作

为主讲者之一在国际密度矩阵重整化群方法讨论与

讲习班上讲课 q

丁大军

k教授 o吉林大学l

简历

t|xy年生 ot|{v年在吉林大学

获硕士 ot|{z 年获博士 qt|{{ 年任

吉林大学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副

教授 qt||t 年 t 月至 t||w 年 u 月

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qt||w年

v月至t||w年y 月应诺贝尔奖得主 �q≥¬̈ª¥¤«±邀

请任瑞典 �³³¶¤̄¤大学 ∞≥≤ � p ��≥∞� 实验室客座

研究员 qt||w年 { 月回国 o任吉林大学原子与分子

物理研究所教授 qt||x年被选聘为博士生导师并入

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计划 o同年起享受国务院颁

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q他曾获首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

金kt|{{l q

已取得学术成就的创新点及评价

丁大军长期在原子 !分子 !团簇和固体表面的光

激发 !光电离和超灵敏激光光谱学等方面进行系统

的基础性研究 o取得了一批得到国内外同行公认的

创新性成果 q在包括 °«¼¶q� √̈ q�̈··q在内的权威杂

志上发表了 w{篇论文 o被 ≥≤�收录 tv篇k第一作者

|篇l o被 ≥≤�文献他人引用 |{ 次 q他主持的/ 原子

分子团簇的多光子电离0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

奖kt||x o排名第一l q

t||w年以来丁大军的主要学术成就 }

ktl在 ≤ys团簇的光激发动力学研究中 o首创了

分析多光子激发发射电子的能量方法 o该方法现已

被国际上多个研究组使用 ~首次发现和认定了该团

簇体系多光子吸收电离的特征 o提示了 ≤ys多光子

电离的机制是热电子发射过程k并否定了激子模

型l q这些发表在 °� �等杂志的结果ku 篇论文l被

其他学者引用 ys次k其中被 °� �上的文章引用 tv

次 o�≤°文章引用 tu次l q

kul利用二次谐波方法研究了固体表现吸附分

子的形态和取向 o成功获得了激光烧蚀表面的二次

谐波成像 ~确认了脉冲激光诱导固体表面原子分子

热脱附机理 o并将其应用于材料表面修饰 ~首次用

�ƒ � 观测到 ≤ys在硅和云母表面的吸附形态和摩擦

特性 o发现了分子的无序排列和摩擦系数增大的现

象 o否定了先前的理论预言 q

丁大军现任吉林大学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所

长 o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o中国

物理学会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o吉林省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kt||zl和吉林省

省管优秀专家kt||{l q他与国际上多个著名研究所

机构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o与这些机构的著名学者

#ux# 物理



经常互访和短期合作研究 q目前正主持中瑞k典l科

技合作项目 q

龚新高

k研究员 o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l

简历

t|yu年生 ot|{x 年 z 月中国科

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硕士毕业 o毕

业后留所工作并于 t|{{ 年 t 月至

t||t年 x月为意大利 �≤ ×° 访问学

者 qt||u年tu月为中国科学院固体

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qt||v年 x月在固体物理研究

所获理学博士 o同年 tu月提升为研究员 q

已取得学术成就的创新点及评价

龚新高博士是最早把 ≤¤µp °¤µµ¬±̈ ¯̄²计算方法

引进中国 o并把在超级计算机上能运行的程序发展

成适用于微机上计算的程序 o在合肥建立起第一个

大批量基于力学的分子动力学计算基点 o开展了团

簇物理和凝聚态物理及有关交叉学科的计算工作 q

龚新高博士的主要学术成就有 }

ktl用分子动力学第一性原理 o在局域自旋密度

近似下 o详细地研究了固体 Αp �¤相的一系列的反

常性质 o发现这些反常主要在来源于强的共价键的

存在 o成功地解释了一些实验 q同时建立了一个二流

体模型 o解释了液态 �¤相的结构因子中的中心峰

附近出现不对称的一个户峰现象 q论文发表在

°«¼¶q� √̈ q�及 ∞∏µ²³«¼¶¬¦¶�̈··q上 o这一项成就已

为国际上承认和多次反复引用 q

kul对 � t̄u Μ团簇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第一原

理的分子动力学研究 o发现此类团簇结构可以通过

改变 Μ原子的掺杂方法或电离的方法稳定下来 o

从而为设计新型稳定团簇结构材料提供一种方法 q

此项成果发表在 °«¼¶q� √̈ q�̈··q上 o此文在国际上

也被反复引用 o为国际同行承认 q龚新高博士发表论

文 w|篇k第一作者 uz篇l o几乎全被 ≥≤�收录 o引文

tss篇次 q其中主要引用的论文是涉及上面所述的

两项成就和 v篇论文 q

龚新高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基础局物理学科组

专家委员 !攀登计划专家组成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o曾获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

别奖kt||v年l !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kt||x 年l !中

科院合肥分院十佳kt||z年l q

王新龙

k教授 o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和电子科学工程系l

简历

t|yu年生 qt||t年在南京大学

获博士学位 o后留校工作至今 q自

t|{z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 o在魏荣

爵院士指导下 o一直从事非线性声

学的研究 q研究方向为 }参量共振系

统中的孤子及其非线性动力学混沌

同步理论及其在语言保密通信中的应用 q该研究曾

获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o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和

南京大学近代声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资助 q

已取得学术成就的创新点及评价

ts多年来 o王新龙在小槽中孤子的镜像效应 !

反极性孤子对的运动状态 !孤子相互作用规律 !振动

系统阻尼的孤子运动的影响等方面做了较系统的工

作 o取得了如下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

ktl揭示了多孤子态之间跃迁规律 ~

kul发现了边界对孤子的镜像效应 ~

kvl建立了孤子相互作用的有效势理论 ~

kwl得到了参量激励孤子的稳定性及其相互作

用与系统阻尼效应之间的规律 q

王新龙的研究工作理论和实验并重 o理论计算

与实验结果能吻合 q他今后拟开展的工作k振动系统

中局域化 !孤子 !混沌的非线性现象的深入和混沌保

密通信的研究l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o也有较具体的

设想 q研究成果反映出他具有扎实的数理功底 o良好

的实验技能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q

至今王新龙已发表学术论文 us 多篇 o其中被

≥≤�收录的论文 tv 篇ktt 篇为第一作者l o被引用

tut次 o他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参量激

励多孤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以及混沌的过渡0k项目

批准号为 t|uswss{l于 t||{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数理学部优秀项目 q

王新龙是我国自己培养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

者 o事业心强 o治学严谨 o富有创新精神 q

k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  胡仁元l

#vx#u|卷 kusss年l t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