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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物理学部分)简介( µ)

马余强

k教授 !博士生导师 o南京大学物理系l

简历

t|yw 年 tt 月生 ot||v 年 y

月在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 qt||v

年 y月被聘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副

教授 ot||x 年 u 月被聘为正教

授 qt||x 年 x 月至 t||y 年 tu 月

在巴西 ≤
χ
¤·¤µ¬±¤大学访问 ot||z

年 ts 月被南京大学聘为博士生

导师 q主要从事凝聚态理论的研究 q

已取得学术成就的创新点及评价

在量子自旋玻璃的热力学特性的研究中 o详细

地处理了量子自旋玻璃模型的临界现象和有序相不

稳定性 ~获得了混价铁电类材料中铁电玻璃与铁电

相相变 o从理论上得到铁电相可与玻璃相共存 o与质

子玻璃相变的实验结果一致 ~建立了量子 �²³©¬̈ §̄

自旋玻璃模型 o并获得了 �²³©¬̈ §̄自旋玻璃模型的

相图 q

在无规场量子自旋系统的研究中 o提出了一种

推广的路径积分方法 o给出了任意自旋 ≥ 模型下临

界横场的表达式 o被认为是国际上最早研究任意自

旋量子磁系统的工作之一 q

借助于统计物理方法 o开展了对改善神经网络

联想记忆和临储存特性的研究 ~研究了动力学反铁

磁自旋系统在远离平衡时的自组织行为 q

近年来 o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共 xx 篇 o其中

≥≤�论文 w| 篇 o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被引用 ys 次

k其中近 x年来发表论文 us篇 o被他人引用 v|次l q

马余强同志工作出色 o曾获得第五届江苏省青年科

技奖 o荣获第二届南京市十大科技之星称号 o并于

t||{年获国家教委/ 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0基金 q

庄鹏飞

k教授 o清华大学物理系l

简历

t|xz年生 qt||s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 q

t||u ) t||w 年获德国洪堡基金

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理论物理所 o

从事高温高密条件下手征对称

性恢复研究 ~t||w 年 z 月 )

t||x年 t 月在德国雷根斯堡大

学理论物理所从事非平衡量子

输运理论研究 ~t||x 年 t 月 )

t||y 年 tu 月在德国达姆斯塔

重离子物理研究中心k�≥�l从事等时量子输运和

± ≤⁄相关理论研究 ~t||z 年以来任清华大学物理

系教授 o清华大学物理系学术委员会委员 o兰州重离

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核理论中心客座研究员 q

已取得学术成就的创新点及评价

庄鹏飞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量子输运 !相对

论重离子碰撞与夸克物质 !± ≤⁄相变和兰州冷却贮

存环物理等研究 qt||u 年 t 月 ) t||w 年 tu 月负责

完成自然科学基金kt|tsxssvl高能碰撞的时空演化

和夸克物质的形成研究 ~目前主持自然科学基金

kt|{wxsstl等时量子输运理论与夸克物质 !兰州重

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核理论中心 o��� ƒ≤ p ≤≥�

能区的手征性质与温度密度效应研究项目 o曾参加

理论物理攀登计划子课题相对论重离子碰撞中新现

象及核内非核子自由度的研究 qt|{y 年以来 o共发

表论文 w{篇 o其中 u{篇进入 ≥≤�o有些论文发表于

5°«¼¶q � √̈ q ⁄6 o5°«¼¶q �̈··q6 o5�±±q °«¼¶q6等

国际一流杂志 o论文被引用 tt{次 o单篇最高引用次

数达 vv次 q他在德国期间的工作得到了 � ª̈̈ ±¶¥∏µª

大学 � ¬̈±ª教授的赞赏 o认为他善于掌握问题的实

质 o能有效地获得新结果 o学术报告表达清楚 q他和

� ¬̈±ª教授合作的一篇论文k以庄为主l解决了等时

量子输运理论中相对论性 • ¬ª±̈ µ函数的单时和双

时近似间的困扰 o获得同行好评 qt||{ 年 o� ¬̈±ª教

授邀请他在第五届热场理论及其应用研讨会上作

vs分钟报告 q他和 �∏̈©±̈ µ教授等合作的一些论文

研究了超出平均场近似的手征对称 ���模型理论 o

将手征相变理论和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实验联系了

起来 o这方面的一系列论文也因此得到国际同行重

视 q

#|tt#u|卷 kusss年l u期



马建平

k研究员 o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l

简历

t|yu年出生 qt|{u 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ot|{v 年

v月 ) t|{w 年 | 月为同济大学

留德预备部研究生 ot|{w 年 |

月 ) t|{z年 z 月在德国海德堡

大学理论物理所获博士学位 o

t|{z年 ts月 ) t|{|年 tt月继续在该所做博士后 o

t|{|年 tt 月 ) t||s 年 ts 月在德国 ⁄∞≥≠ 理论部

任助理研究员 ot||s 年 tt 月 ) t||u 年 w 月回到海

德堡大学理论物理所任助理研究员 ot||u 年 w 月 )

t||{年 z月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物理系研究员 o

t||{年 {月以后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 o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0成员 q

已取得学术成就的创新点及评价

马建平博士在粒子物理下述三个前沿方向取得

了独创性成果 }他与合作者较早研究了在高能过程

中 ≤°破坏的问题 o他们在高能散射检验 ≤°破坏方

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工作 o在重夸克偶素及重味强

子产生方面做出了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果 q近年来他

致力于用改进作用量在微机上进行格点规范理论的

研究 o这对在国内开展格点规范研究具有重要实际

意义 q他已在国际主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vs 余篇 o

仅 t||w ) t||{ 年期间 o论文就被同行评议引用近

{s次 o特别是他与合作者在高能散射中检验 ≤°破

坏的一系列工作 o已为 ≤∞� �的 �v !�°��!��∞°�

实验组及 ≥��≤ 的 ≥�⁄实验组采纳 o从实验上检验

≤°对称 o说明他们的工作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o得到

国际同行的广泛重视 q

k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  胡仁元l

/ 激光冷却 }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和原子激射器0研讨会简讯

  t|||年 tu月 uw ) uz日 o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

心k≤≤ �≥×l组织的/ 激光冷却 }玻色 p 爱因斯坦凝

聚和原子激射器0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理学院报告厅

举行 q来自全国 us 多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 {s

多名该领域的专家和研究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q中

国科学院叶铭汉院士 !王育竹院士和顾秉林院士也

出席了会议 q

会议邀请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k��≥×l的邓鲁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k�≤

�̈ µ®̈ ¯̈ ¼l的韩殿君博士和澳大利亚马库里k � ¤́ ∏¤µ2

¬̈l大学的张卫平博士参加 o并分别作了系列报告 q

邓鲁博士的报告全面地介绍了他们研究组的物质波

被光波衍射 !原子激射器 !物质波四波混频及物质波

的相干放大等最前沿的实验研究工作 ~韩殿君博士

的报告围绕玻色 p 爱因斯坦凝聚的实验实现 o特别

是极有意义的全光型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 ~张卫平

博士的报告给出了玻色 p爱因斯坦凝聚理论研究及

其发展方向的系统概括 o并特别深入地介绍了非线

性原子光学和原子超流的最新成果 q他们的系列报

告受到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欢迎 q部分国内单位

的代表也作了学术报告 q

研讨会还组织了一些相关的专题讨论 o对今后

国内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

作也作了探讨 q

k清华大学物理系  李师群l

封 面 说 明

本期封面是邓鲁博士在美国 ��≥× 与其同事共同完成的世界上首例物质波四波混频实验

的图示k详细内容请见本期第 yx页刊登的邓鲁博士的文章l ∀该实验开创了非线性原子光学

的新篇章 o同时也拉开了相干物质波相互作用这一全新的物理领域的研究序幕 ∀

#sut# 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