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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热烈祝贺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50周年，众

所周知，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

开展粲物理研究、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振荡实验、

高山宇宙线物理、慧眼卫星硬X射线望远镜观测、

散裂中子源和同步辐射光源等进行多学科的研究，

长期参加 LHC 国际合作，取得了多项重大创新成

果，使我国高能物理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高能物理研究所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本

是一家，同源于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1953年近代物理所更名为中科院物理研

究所，1958年再度更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这

时建成原子能所一部（中关村）和原子能所二部（坨

里）。直到1973年2月以原子能所一部为基础组建

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是高能所的起点。

1985年原子能所二部更名为核工业部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所以高能所与原子能院是同出一源的科

学研究单位，关系密切，亲如一家。在长期的科研

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始终携手砥砺前行。

就我个人片面记忆，高能所与原子能院互相支

持的几件事有：

1）从上世纪 50年代末期到 60年代初期，原子

能所派出徐建明、方守贤、徐绍旺、严太玄、王维舜5

人小组前往苏联实习高能加速器，他们相继两次出

国，为建立我国高能加速器及早做准备。

2）国家为了支持高能所的筹建和高能加速器

的研制，先后从原子能院（原子能所二部）抽调了方

守贤、陈森玉、徐绍旺、严太玄、王书鸿等一大批加

速器骨干到高能所工作；还抽调席德明和戴贵亮等

一批人分别参加和组建电子学研究室与计算机计

算中心。后来，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重

大科学工程建设期间，这些人成为中坚力量。

3）为了支持BEPC上北京谱仪的建设，原子能

院承担了谱仪磁铁大线圈的研制，在单位加工极限

条件下，很好完成了任务。

4）2001 年 2 月原子能院与高能所合作组织召

开了香山科学会议，共同倡议在中国建设散裂中子

源，为我国启动这一科学领域的开展做了先驱

工作。

5）在本世纪初原子能院与高能所合作提出在

我国开展加速器驱动洁净能源（ADS）研究方向，

2002—2010 年共同承担了二期科技部 973 计划项

目，先后以丁大钊和赵志祥为首席科学家，方守贤

组织了院士专家咨询会，并建成国内第一台RFQ装

置和启明星Ι次临界反应装置。

6）为了充分发挥散裂中子源反角中子束的作

用，高能所与原子能院提出动议，并与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和西北核技术研究院共同合作建成反角

白光中子源，突破了中国这一空白。为我国开展核

数据测量、核物理实验和核技术应用创造了优良的

条件。

7）原子能院多年聘请高能所方守贤院士担任

原子能院的科学顾问，为原子能院的发展出谋划

策，为串列加速器升级工程评审和加速器治癌应用

等做了大量工作。聘请张宗烨院士和柴之芳院士

担任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

员，进行学术指导。高能所也聘请丁大钊院士担任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副主任，为实验室

的发展特别是同步辐射及其应用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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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有机会先后参加高能所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升级工程（BEPCII）和北京谱仪升级（BE-

SIII）、散裂中子源工程和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评审，以及每个工程不同进度阶

段的检查评审，见证了高能所在大科学工程建设中

的雄厚实力，他们工程抓得紧，抓得到位，科学管理

好，及时解决问题，确保工程进度，最后都按期高质

量完成了这些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在高能所的这些大科学装置上产出了大量高

水平科学成果。在BEPC上开展了陶轻子质量精确

测定和 R 值精确测量，在 BEPCII 的 BESIII 上发现

了一系列的新粒子，如早期的 Zc（3900）和最近的

η1(1855) 1- + 等，为研究奇特强子态的结构和特性提

供了丰富的实验结果，在粲物理领域做出了重大贡

献。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

微子振荡模式，给出了最精确的θ13值，得到国际公

认。散裂中子源在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做出新颖

的创新成果，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能所已走过光辉的50年，为中国科学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深信高能所在我国第二个百

年奋斗的新时期，砥砺前行，再创辉煌，一定会取得

新的更多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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