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裂中子源工程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14日表决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散裂中子源工程被列

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重点”。

“十二五”规划第二十七章《增强科技创

新能力》中提出，要“强化基础性、前沿性技

术和共性技术研究平台建设，建设和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相互配套、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在重点

学科和战略高技术领域新建若干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构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作为世界

一流的大型中子散射多学科研究平台，即将建设的散裂中子源名列“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

此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月24日正式下发文件，批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目前，散裂中子源工程正紧锣密鼓地为初步设计报告的评审做准备，力争年内顺利开工。

高能所召开ADS项目启动动员会

3月23日，高能所召开ADS（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

统）项目启动动员会，以高能所为主承担的ADS强流质

子加速器研制项目正式启动。陈和生所长、潘卫民副书

记、方守贤院士，加速器中心领导及相关科研工程人员

50余人参加了会议。

陈和生在讲话中指出，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已正式启动，ADS是四个A类先导专项之一，对国家核裂

变能源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与会人员以两

期973项目成果为起点，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地承担起

ADS加速器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为国家先进核裂变能的

发展做出贡献。ADS项目高能所负责人潘卫民在会上宣

布了高能所ADS加速器分总体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组成，

并就已制定ADS发展路线图、任务分解和经费预算、专

家组审查意见、目前的关键路线和难点、项目管理办法

等方面情况做了全面介绍。方守贤强调，ADS项目国际

上没有先例，难度很大，困难很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

在充分调研考察的基础上，确定专项目标和发展路线，

组织研究队伍，培养新人。高能所加速器中心的领导表

示将以ADS项目作为新起点，克服任务多、人员紧的困

难，充分利用矩阵式管理模式组织队伍，为尽早建成国

际领先的ADS强流质子加速器而努力。

会议讨论确定了本年度的工作重点：开展ADS加速

器物理方案的设计和讨论，并尽快确定物理设计方案，

同时将与物理设计无关的硬件系统先做起来；在确定物

理设计方案后，各系统全面开展硬件系统的设计工作。

ADS利用加速器产生的强流高能质子束与重靶核

（如铅）发生散裂反应，一个质子可以产生几十个中

子，这些中子作为中子源驱动次临界堆，使之维持链式

反应，并嬗变核废料。ADS项目被认为是最具潜力和前

景的核废料安全处理方案之一。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维修改造项目通过验收
3月14日至15日，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会同院基

础科学局、办公厅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大科

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维修改造项目验收会。

验收专家组的专家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合肥、兰

州，分属工艺、财务和档案三个组，物理所的麦振洪研

究员担任总组长。专家组认真听取了“同步辐射实验区

及其相关区域的辐射防护设施改进”等10个项目的验收

总结报告，考察了现场，并查看了运行记录、自测数据

记录及档案、财务资料等。经过讨论，验收组认为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维修改造项目的各项技术指标均已达到

或优于主要设计目标，实现了任务书的要求；项目经费

的使用基本符合科学事业单位和国家有关管理规定；档

案分类清晰，基本反映了项目维修改造的实际情况。验

收专家组一致同意10个维修改造项目全部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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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谱仪III（BESIII）国际合作组物理软件研

讨会2011年春季会议于3月3日至6日在高能所召开，

来自国内外合作单位的近80名代表出席。大会由高能

所常务副所长、BESIII合作组发言人王贻芳主持。

会上，与会代表听取了加速器的运行状态、

BESIII的取数状态、计算平台升级的进展、软件改

进、蒙特卡罗模拟软件调试、物理和蒙特卡罗模拟的

比较，以及物理分析等方面的报告。BEPCII的峰值亮

度已接近6×1032/cm2/s，平均亮度达到上轮运行的两

倍，大大提高了取数效率。计算平台操作系统将从32

位升级到64位，预计分析速度将提高将近1倍。相当

数量即将发表的分析结果也在会上报告了审核进度。 

会议讨论并调整了下阶段的取数计划。在已获得

1.3fb-1ψ(3770)事例的基础上，将取数目标从1.5fb-1

提高到2.0fb-1。ψ(4040)事例的取数目标也由360pb-1

提高到500-600pb-1。合作组计划预留两周用于加速器

机器研究，其余时间进行τ质量扫描。 

王贻芳在大会总结中表示，BESIII已经发表的8

篇文章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年年中将新增1000

个CPU核，约30%的计算资源；相对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CLEOc的谱仪，BESIII的缪子鉴别器是特有的子探测

器，今夏将对缪子鉴别器电子学进行全面的升级改

造，从而充分发挥探测器的硬件潜力。他希望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尽快取得更多高质量的物理成果。

2011年BESIII国际合作组物理及软件研讨会在京召开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宇宙学”研讨会成功举行
3月18日至19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宇宙

学”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着重探讨了粒子物理

和天文交叉学科领域的三个主题：粒子物理和宇宙

学、暗物质、暗能量，是物理学和天文学交叉学科领

域发展方向的一次交流大会，对促进我国宇宙学领域

的前沿研究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得到各方

的关注，来自我国有关研究所、天文台和高校的114

名代表参加研讨。

宇宙学研究在最近十余年里获得了迅速发展，最

近《科学》评选“精确宇宙学”为21世纪过去十年中

重大的科学成就之一。与会者回顾了过去十年宇宙学

的研究历程，国际、国内在此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和进展，认为这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国学者

对宇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者还探讨了未

来宇宙学各研究领域的新挑战和我国今后宇宙学、暗

物质暗能量研究的重点方向。

3月8日，中科院人教局综合处一行五人组成的

验收组对高能所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进行了验收。

党委书记王焕玉、副书记潘卫民以及人力资源处的全

体人员参加了验收会。验收组听取了工作报告，进行

了档案库房实地检查、档案抽查及评分，一致认为高

能所干部人事档案内容客观真实，材料齐全完备，分

类准确清晰，装订精心细致，在各个指标上都达到优

秀。高能所以99.9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验收。

高能所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顺利通过验收

中国-欧空局天文卫星仪器标定与科学运行讨论会召开
3月7日至8日，中国-欧洲空间局天文卫星仪器

标定与科学运行讨论会在马德里欧洲空间天文中心

（ESAC）举行，来自中国、欧空局及其成员国的约40

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硬X射线

调制望远镜（HXMT）卫星仪器标定和科学运行的需

要，由欧洲有关科学家介绍经验，同时中方介绍HXMT

的相关方案，请欧方科学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我国没有发射过空间天文卫星，在卫星科学运行

和仪器标定方面缺乏经验。为得到更多收获，中方精

心准备了9个报告（其中高能所7个），并明确列出希

望得到帮助的具体问题。ESAC安排了22个报告，全面

介绍了各大高能天文卫星科学运行、数据处理流程、

数据库建设与管理、数据分析软件、用户支持、仪器

的地面和在轨标定、标定设施等方面的工作。

在3月9日举行的中欧空间科学双边会议上，HXMT

卫星标定负责人张澍研究员和欧空局的Ana Heras博

士汇报了标定和科学运行讨论会的情况。会议决定成

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中欧双方各出3-4名专家，探讨

下一步的合作，一年内拿出详细工作计划，报中科院

和ESA批准，作为双方的正式合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