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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年轻的科技启明星
——记上海市应用物理研究所加速器研究室主任李德明

○钱锡康（1958 土木）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是一个专门从事

民用核技术科学研究，以光子科学、核科

学技术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为主，并积极

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研究机构。李德明

校友于 1984 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

器专业毕业后，便被分配到这个研究所（当

时名称为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加速器研究

室。他从一名技术员干起，经过近 30 年

的磨砺与探索，已经成为该领域一颗冉冉

升起的科技明星。李德明校友现任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应用加速器研究室主任。

1979 年抱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理想，出身农家、立志从事尖端技术的李

德明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

工物系加速器专业。1984 年毕业后服从

学校分配来到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在回旋

加速器室，从参加运行值班开始，便开启

了李德明的科研生涯。一年后，所里委派

他参加了一个国际创新项目——超灵敏小

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的设计和研究。从起

步调研、物理设计、申请立项、实施制

造、调试改进，到 1998 年成功获奖；从

开始仅仅是参与项目到后来担任项目副主

持人，整整 13 年，李明德始终坚持不懈。

终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完全依靠自

己的力量，在世界上首创建成超灵敏小型

回旋加速器质谱计。该项目主持人、加速

器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陈茂柏教授这样评

价李德明：他编制了全部几十个计算机程

序并进行了大量可行性计算研究，为该项

目的最终立项奠定了基础，他是总体物理

设计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十几年来他全身

心投入科研工作，并为此让掉了多次出国

机会。由于他基础扎实、思路敏捷、概念

清晰、埋头苦干，他在本项目的各个阶段、

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

为此李德明 1992 年就成为第一批破

格晋升的副研究员，1996 年，34 岁的李

德明被评为研究员。1998 年该项目获上

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 年获中科院

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 年他被选为上海

市科技启明星。

紧接着 1999 年 1 月底，国内最大、

最先进的 400 米长的同步辐射光源项目预

研启动。曾参加主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作者钱锡康与刘德明校友（左）在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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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陈森玉院士从北京来到上海，领导

这一项目。他点名要李德明参加，承担增

强器分总体的筹建工作。

无独有偶，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担纲

这个国家重大项目的几位负责人，都是清

华工物系加速器专业毕业的校友。

陈森玉，196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

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是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工程主持人之一，理论组组长，工程

项目副总经理。后又任上海同步辐射光源

工程总顾问，预研阶段工程总经理。中国

工程院院士。

赵振堂，198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

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国内最大最先进的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工程副总经理，中国科

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光源

中心主任，中国离子加速器学会副理事长。

同步辐射光是由无数电子束在闭合环

形的真空电子储存环中，以接近光速运动

的电子束在运动方向改变时，沿切线方向

放出的电磁辐射光。同步辐射光具有一系

列独特而优异的性能，因此被科学家称之

为继电光源、X 光源和激光光源之后，为

人类的文明带来革命性推动的新光源，同

步辐射光源已经成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

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地质

学等学科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一种最

先进的、不可替代的工具。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简称上海光源）

是我国跨世纪最大的科学工程 , 位居世界

第四，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中能光源之一。

科学家利用上海光源装置，可破解生物大

分子三维结构，揭示蛋白质空间结构，为

正在到来的“后基因组时代”生命科学研

究创造优良条件，使我国生命科学迅速进

入结构分子生物学的世界前列，并从“源

头”上促进我国医学、制药和生物技术产

业的创新发展。利用上海光源的 X 光显

微成像和断层扫描成像技术，可直接获取

亚细胞结构图像，给中国科学家提供全新

的生命动态视野，这可能成为 21 世纪初

中国生命科学的光辉里程碑。用上海光源

中的高亮度 X 射线光束，可揭示材料中

原子的精确构造，以便设计出更多丰富人

们生活的新颖材料。用上海光源中的双色

减影心血管造影技术，可为心血管疾患作

快速清晰的早期诊断。利用上海光源中的

X 射线深度刻蚀光刻技术，可制造肉眼难

以看清的微型马达、微型齿轮、微型传感

器、微型泵阀，以及微型医用器件等。

李德明担任上海光源关键设备电子束

增强器分总体负责人、电源部主任兼电源

组组长。由于他出色完成了设计和工程安

装调试任务，2008 年他开始担任研究所

应用加速器研究室主任。2007 年首批被

评为二级研究员，2006 年入选国家人事

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3

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

2009 年同步辐射光源建成后，李德

明又承担了新的任务，主持上海市质子治

疗示范装置（包括加速器和治疗系统），

将先进的核技术应用于医学治疗，任项目

经理部经理，该装置将用在上海瑞金医院，

预计 2018 年完成研制。

三十多年过去了，从初出茅庐的大学

生到引领科技前沿的专家，回顾李德明的

成长经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点：

一是得益于学校的培养，打下良好的

基础。加速器专业涉及的知识面很广，理

论基础基本功扎实，实践活动丰富，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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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正如李

德明谈到：“我的毕业设计做得很到位、

动手能力很强，尤其是计算机能力。这使

得我到工作岗位后显示出的一大优势，工

作比较得心应手，凡是涉及到计算机技术

的事大都由我来做。”

二是得益于参加重大工程项目的实

践。自他参加工作以来，他所从事的项目

在国内外都带有首创的性质，一直是在第

一线参加重大项目的建设，上大舞台，干

大事业，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三是工作实践和学习深造交叉进行。

在繁重工作的同时，李德明不断学习总结，

进行理论深造。1987 到 2001 年间他先后

获得中科院硕士学位及论文博士学位，有

利于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和总结提高。

四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他先后到

过美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韩国去

考察学习。只有借鉴、消化，才能再求创

新。以首次参加加速器质谱计为例，这是

美国伯克利实验室首先提出要搞小型化加

速器质谱计，并先后尝试过几套方案，后

因多次尝试未果已放弃了研究，陈茂柏、

李德明等人充分剖析了伯克利的方案，在

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完全不同

的设计方案。李德明说：“美国人的退却

意味着中国人压力的增加，课题组硬是顶

住了重重压力，卧薪尝胆十多年，终于建

成了这台世界第一、也是唯一的一台超灵

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

采访中，李明德校友充满自信地以通

俗语言向我介绍了同步辐射光源工程的物

理原理、应用价值、科学贡献，以及个人

的创业经历和成长体会，这使我心灵受到

震撼。我深深为我国能在短时间内创建出

世界水平的高科技重大装备感到骄傲，也

为我们的年轻校友茁壮成长，参与国家重

大建设工程作出重要贡献而感到自豪。

“为中国加速器事业的发展奉献自己

的力量，是我一生的梦想。”李德明校友说。

近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

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IUPAP）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

2015 年度青年科学家奖获奖人名单，美

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助理教授赖

柯吉（Keji Lai）入选并被授予“凝聚态

物质的结构和动力学领域”青年科学家奖，

以表彰他在强关联与低维量子材料的纳米

阻抗成像方面的杰出贡献。

赖柯吉，1978 年生。1997 年代表中

国参加 27 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并获

金牌；1997—2001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

子工程系，获多项奖学金；2001—2006

年于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攻读博士学

位，师从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教授；

2006—2012 年任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

博士后研究员；2012 年起任德州大学奥

斯汀分校物理系助理教授。           （田阳）

校友赖柯吉获国际纯粹与应
用物理联合会青年科学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