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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苏 散 记

郭振华 李再尤 韩晏生

(华中理工大学激光技术实验 室)

T h o ra n d o m n o te s o f v is it in g U S S R

G u o Z he n h u a ,
L i Z a ig u a n g ,

H a n Y a n s h e n g

(L a b o r a to r y o f L a s e r T e e h 往 o lo g y
,
H U S T )

国际激光及其应用讲习班
,

于1 9 8 9年3月17 日至3月23 日在苏联新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南边叶尼塞河上的西亚诺戈尔斯克附近举行
。

这 是苏联实行公开化改革政策以来首

批举办的高科技国际学术会议之一
,

我 国应邀参加的有华南师范大学刘颂豪校长 ( 因 事 未

去)
,

北京大学陈天杰
、

邹英华
,

安徽光机所路轶群
,

华中理工大学李再光
、

韩晏生
、

郭振

华等同志
。

会后
,

李
、

韩
、

郭三人还访问了莫斯科
、

列宁格勒和立陶宛加盟共和国首都维尔

纽斯等地的大学
、

科研机构和激光器生产与激光应用研究 中心
,

行程约两万公
.

里
。

这次会议是由欧洲物理学会
、

苏联科学院
、

莫斯科大学等 8个单位联合组织而由克 拉 斯

诺雅尔斯克青年研究与工程中心资助举办的
。

大会主席是苏联科学院普通物理所所长
、

1 9 6 4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

激光研 究先躯之

一的A
·

M
·

普罗霍罗夫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分院物理所所长K
.

S
.

亚力山大

洛夫院士
,

由苏联科学院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物理所的 A
.

K
.

波波夫 博士主持
。

大会有来自美国
、

中国
、

占巴
、

荷兰
、

波兰
、

民主德国
、

比利时
、

罗马巴亚
、

意大利
、

匈牙利和联邦德国的代表和苏联各地的代表共约1 50 多人
。

中国代表 7人 (1 人缺席 )
,

是东道

国以外人数最多的国家
,

并且刘颂豪
、

陈天杰
、

邹英华
、

郭振华
、

路轶群等先后分别担任了

会议的若干职务
。

会议期间
,

李再光的
“
高功率C O

:

激光器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 ,

邹英华的
“
碰撞感应非线性光学过程

” ,

陈天杰的
“金属蒸汽中的谐振非线性光学过程

” ,

路轶群的
“B eA I: 0

7
C r + 3

振动谱研究
” 和郭振华的

“
准分子激光光谱

”
在会上报告

,

路轶群介 绍 了

激光在中国的应用情况
。

这次讲 习班的报告加上张贴论文总共约1 00 篇以上
,

讲演时间为45 分和25 分两档
,

控 制

并不十分严格
,

讨论热烈
,

·

其主要议题是激光应用的物理基础
;
激光在材料表面处理 中的应

用 ; 激光薄膜制备和薄膜结构
; 激光信息记录和处理 , 激光在医学

、

生物和其他科技领域的

应用
,

激光工程
、

设备和技术发展的趋势等
,

在具体节目的时间安排上
,

按先后次序分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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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

(1 ,激光的医学应角; <2 )激光器工艺和仪器设备
, (3 )激光处通材料表面

, (约

激光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 (5) 量子光学的基本问题 , (6 )激光器系统

; (7) 光信息处理 ,

(8 )光致原子漂移 ; (9) 光致原子和分子漂移 ; (1。) 光致动力学效应
; (1 1 ) 苏

、

德关于

气体中光致动力学研讨会 ; (1 2 ) 苏
、

中关于量子光学研讨会
。

大会语言是英语和俄语
,

两语互译
,

会场活跃
,

特别是苏联学者的报告和文章
,

一般理

论分析比较详细
,

数学推理严谨
。

苏联人也喜欢并善于从不 同角度提出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相

互讨论
,

会议气氛的某些方面
,

有点像我 国对外开放前期那样
,

显得缺乏经验或不够老练
,

但从整体上看
,

会议各方面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

每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有比较多的机会发

言和提问
,

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
,

进行较深的讨论
。

例如笔者就曾有8次以上提问发言机会
,

这与一般国际学术会议仅限于15 分钟的发言
, 3 ~ 5分钟匆匆的提问讨论不 同

。

不过由于讲演

和 讨论时间不够严格
,

所以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

甚至大家都随遇而安
、

习以为常的直至中夜

才休息
。

从会议上的论文看
,

苏联学者的理论推导和模型筛选逻辑性强
,

数学计 算 比 较 严

格
,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也很详细入微
,

包括不少以科学基本原理为前提而提出的新思想
,

例

如C la s te r模型
,

这与西方一些先躯学者 以众多先进设备
、

计算机和雄厚资金作后盾
,

打 冲

锋式的大量实验研究有强烈对照
。

笔者认为
,

从经济实力不厚的我国现实出发
,

在 资金紧缺

的情况下
,

想有成效地进行攻关研究
,

苏联有许多可取之处
。

例如
,

苏联医生和生物学家合

作
,

利用他们仅有的激光设备做出一些水平颇高的研究成果
,

他们在激光医用方面的大部分

工作 已跳出了仅仅是唯象的或
“
实用主义

”
的范畴

,

多从典型病例出发
,

深入到分子级的水

平进行探讨
。

另外目前我国医学界广泛应用的Y A G 激光手术器
,

多是利用 1
.

06 卜m 的 近 红

外波长激光
。

这次讲 习班上
,

美国奥兰多医学中心的 D
.

德乌博士报告了利用Y A G 激光器产

生的1
.

32 卜m 近 红外光作多种临床处理具有许多优越性
,

他用电脑控制的这种系统成功地做

了大 量激 光扶助组织愈合 (焊接)试验
。

他们的实验表明水
、

血等对于波长为 1
.

32 卜m 的激光

吸收要比波长为 1
.

06 林m 的激光小一些
。

果真如此
,

国内的YA G 激光手 术器稍加 改 动 (更

换谐振腔片 )
,

也就可能更有效的使用
,

并打向国际市场
,

据这次会上笔者 与苏联医学 单

位的接谈
,

中国的激光手术器若能进行易货贸易
,

他们是有很大兴趣购买的
。

列宁故乡有列宁故乡的特点
。

大会期间
,

除了开幕式上地方党委书记发表了10 多分钟热

情洋溢的欢迎辞外
,

还利用周末组织参观了列宁流放西伯利亚的住地 (包括生活房
、

书房
、

家属住房等相邻的几处木质平房 )
。

会前与会议空隙间
,

我们还参观了列宁博物馆
、

当地的

自然博物馆
、

历史博物馆等
,

导游的长篇讲解令人感动
,

当然亦有人风趣的说
“
这是强迫进

行革命传统教育
” 。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

一天晚上在一个剧场里安排当地著名作家
、

画

家
、

钢琴家和民乐 (手风琴 ) 演奏家与代表们会见
,

则是别出心裁
、

高雅端庄的活动
,

显示

了社会主义的人缘风貌
,

令人回味无穷
,

因为这种活动既摈弃了
“
铜臭

”
的气习

,

又没有献

艺人和
“
享乐

”
者之间的隔阂

,

而是充溢着人民 (文学家
—

艺术家
—

科学家等等 ) 之间

的满腔热情和相互敬仰
,

实现了铭刻在许多金牌上的伟大理想
,

正是揉合 Li te r at u r e (文

学 )
、
A r t (艺术 ) 及S c e in o e (科学 ) 于一体的可贵努力

,

每个参加者身处那样的气 氛 中

虽然仅仅几个小时
,

可人人都感到自身人格的尊严
,

相互关系的融洽
、

真诚
、

高尚
。

自己的

情操立时得到了一次可贵的升华
:
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 ! 我认为这种会见是文学家

、

艺术

家和科学家都梦寐以求的
。

会议期间中国学者与苏联人的另一次会见
,

座谈了一个夜晚
,

由

于年龄和学识背景上的差异
,

很自然地形成了多是问答的局面
,

苏联青年一开始有点拘谨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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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活联起来
,

义唱歌
、

又眺舞
,

迷弹琴
。

对中国的改革并放兴趣甚浓
,

对中国的传统文

化 (例如武术
、

太极拳
、

气功等) 十分好奇
,

他们真诚渴望苏中人 民的友谊能迅速发展
,

苏

中之间的交流能 日益增多
。

在讲习班开幕前一天上午
,

路轶群和笔者 由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陪同参

观了该所各个实验室的设备
,

并与正在从事研究工作的李者进行了简单的交谈
,

身材高大的副

所长为人热情
,

英语甚好
,

在参观过程中有时直接充当英语翻译
,

解释各室正在研究的项目

内容
,

足见其高水平的科学素养和优秀的领导能力
。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克拉斯诺雅尔

斯克分院现由A
.

S
.

Is ae
v
院士领导

,

下属物理所
、

生物物理所
、

树木森林所
、

计算中心
、

化

学与化工所等
,

一幢幢独立的研究大楼相对集中地分散建筑在叶尼塞河右岸
,

彼此协作比较

方便
,

大型计算机楼房位于各研究所 中心地带的草坪上
,

是各所联机公用的电脑中心
,

除了激

光
、

原子物理和生物技术等高精尖项目外
,

由于西伯利亚地区矿藏丰富
,

森林面积大
,

所以

许多科研项目是紧紧和国民经济中急需 目标相联系着的
,

例如在金属材料结构
、

铁磁物质性

能和树木生长利用等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
,

处于领先地位
,

并获得了多项奖励
。

讲习班结束之后
,

中国代表分两路回国
。

李再光
、

韩晏生和笔者 3人经莫斯科大学 到立

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访问
。

具有4 00 多年历史的维尔纽斯大学是个综合性大学
,

包含文
、

理
、

医
、

工各种专业
,

世界上好几位名人都在此学 习或工作过 (例如列夫
·

托尔斯泰等)
。

学校目前

由老 区和新楼几部分组成
,

科学水平相当高
,

仅就激光科学而言
,

是国际上知名的皮斯卡尔

斯卡斯教授为首的研究
、

教学机构
,

他们在超短脉冲
、

四波混频
、

激光光谱等方面都做了很

多工作
。

目前正和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实验室等单位合作大力研究生物
一

光能
一

化学能的相互转

换和产生机理
,

以求弄清与生物的高效率光合作用有关的一些实质问题
,

这无疑是一项世界

上多年久攻未下的尖端课题
。

该校有关激光的教学工作
,

很值得我们借鉴
。

他们 的教授只把
‘

要做的题目和所需的主要激光器与测量仪器提供给学生
,

并不指定方法
,

全由学生自己独立

思考
,

设计安排试验
,

以求得到全新的
、

富有创造性的结果来
。

立陶宛科学院所属的激光应用研究所
,

座落在维尔纽斯一所独立的林边建筑群里
,

该所

以激光工业应用研究为主
,

其中包括 利 用C O
:

激光器焊接
、

切割
、

打 孔等工艺研究
。

据其负

责人讲他们的一项激光加工金属管壁专利
,

对于石油开采
、

水源利用
、

环境 保护等有很高的

应用价值
,

他们非常热情的要求与中国科技经济界进行有效的合作
,

互通有无
。

在他们的实

验室中使用的激光器多是在苏联国内购买或自己研制
,

其中一台多折 CO
Z

激光器相当于我们

前几年的水平
,

该所与维尔纽斯大学一样
,

在工作作风与管理上颇具西方发达国家风格
,

似

乎比苏联科学院的其他研究所 (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物理所
,

莫斯科普通物理所等) 略高

一等
。

维市市区
,

绿草如茵
,

各式建筑物别具新意
,

市郊高速公路发达
,

私人小汽车拥有率

大
,

各种迹象综合起来
,

给人以高度现代化生活节奏的感受
。

维尔纽斯大学副校长格里高尼

斯 (哲学博士 )
,

精明能干
,

强烈希望他的学校能直接同中国的相应大学 (包括医学院 ) 进

行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
。

在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 (李再光同志60 年代曾在此进修过》
,

我们参观了学院激光实

验室和加工车间
,

他们的设备显然比维尔纽斯应用所的要好得多
,

除了苏联国产的各类激光

设备 (例如准分子激光器 ) 之外
,

还有从保加利亚等国进 口的美国相干公司的激光产 品
,

且

有专门的崭新的加工车间
。

车间里安装着多台加工机
,

由电脑程序控制进 行复杂 图 形 的 切

割
、

焊接等工艺研究
,

领导者是同时担任教学任务的年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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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我们首先对普通物理所的激光研究项目进行了比较洋细的考察
,

该所在西亚偌

戈尔斯克参加讲习班的对外联络主任 5
.

5
.

八lim p ie v
一直陪同我们讲解或翻译

,

这里还有古

巴
、

民主德国及波兰等国的客座研究人员共同工作
,

他们在相干光学
、

非线性光学
、

激光器

件
、

分立元件等方面都有积极活跃的研究项目
,

并且成果甚多
,

例如CO
Z

激光器系列 (特别

是电子束泵浦
、

X射线泵浦及放电泵浦的大型研究性器件 )
,

准分子激光器系列 ( 与 西 德 的

L a m p d a 一
Phys ik 公司产品相似)

、

红外和远红外光纤 (例如 1 0
.

6 卜m CO : 激光光纤) 及专

用测量仪器等都具有世界水平
,

其成果转化成的产品供应全苏及东欧
,

该所的基础理论研究

是高水平的
,

激光光谱学 (例如脉冲激光在气体或固体表面诱导产生的飞行时间质量谱等 )
,

激光化学
、

激光生物学
、

激光物理学等等都有不少论文在第一流科技刊物上发表 (例如激光发

动机
: 用ZW A r 于

激光束照射盛有 25 9有机染料溶液的吸收靶
,

已经能使整个容器在水平支架

上以 1 c m / s的速度运动)
,

普通物理所所长由选举产生
,

现任所长是激光研究 先躯
、

苏 联科

学院院士兼常委A
.

M
.

普罗霍罗夫
,

他和N
.

G
.

巴索夫院士 由于早在 1 9 5 2年就发表了
“
分子发

生器
”

的论文
, 1 95 5年又发表 了为脉泽获得激

活原子系统的新方法等
,

两人分享了 1 9 6 4年

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1 / 2 (其他 1 / 2由美国

人 C
.

H
.

T 0 w 解
s分享 )

,

普罗霍罗夫还兼任莫

斯科大学教授
,

德里大学
、

布加勒斯特大学荣

誉教授和 美国科学院荣誉院士
,

苏联大百科

全书主编
。

我们在4 月4 日下 午 有 幸 与 他

进行了约1小时的友好会见和交谈
,

最 后 在

他的办公室内合影留念 (图 l) 并应我 们 的

请求
,
他给我们签名和主动写下 了热烈友好

的语言
: “

我非常高兴和中国代表团讨论了 图 1

将来彼此合作的各种问题
。 ” (图2) 使 我

八
.

M
.

普罗霍罗夫院士在办公室与李再
光

、

韩晏生
、

郭振华合影 留念
。

郭右 手
拿的是普罗霍岁夫的题词

李召
、

图2 A
.

M
,

普罗霍罗夫院士给郭振华等同志的题词和签名 (俄 文 )
“
我非常高兴和 中国代表团讨论 了将 来彼此合作 的各种问题

普罗霍罗夫 (fl p o x o p o 。 ) 1 9 8 9
.

4
.

4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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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切感到了这位具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荣誉称号的学者是多么的平易近人
。

临别时我们赠

送给他了一幅湘绣熊猫彩图并诚挚的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

他表示今年 要 访 问 美

国
,

将来只要时间能排得开
,

他 会 愉快地到中国来
。

本来在国内时我们是准备拜访 巴索夫的
。

大家知道他不但是激光研究的先躯
,

而且是当

今世界激光界的大权威之一
,

他比普罗霍罗夫年轻 6岁
,

原任列别捷夫物理所所长
,

巳 发 表

了3 0。多篇科学论文
,

他在 1 9 5 8年率先提出利用半导体制造激光器 ; 1 9 6 8年他又利用激 光 多

路同心压缩产生了热核反应
,

他是最高苏维埃代表
, 还兼任莫斯科物理工程学院教授

、

苏联

《自然》
、

《量子电子学》杂志主编
,

全苏知识协会主席 等
,

他在 国际上也具有多种头衔和

荣誉称号
。

1 9 8 1年国际激光会议期间笔者在美国新奥尔 良与他交谈时
,

他曾表示愿意访 问中

国
,

但因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佳
,

虽有书信交往
,

由于我们的原 因并未成行
。

那时我们的合影

和签名也只能仅仅留在他赠送的书页上
。

比较遗憾的是这一次由于时间紧迫和苏联安排的原

因
,

未能和巴索夫晤面
,
A lim p ie v博士介绍说

,

他把主要精力和资金都集中在几个重 点 项

目上 (例如军事激光
、

高能激光器系统
、

激光核聚变
、

准分子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等
,

硕

果累累)
,

果断地砍掉 了许 多一般性的研究课题
,

足见其工作方式的雷厉风行和 巨大魄力
,

他得过列宁勋章
、

劳动奖章
,

又有保
、

捷
、

德
、

波
、

瑞
、

美
、

匈
、

意等国科学机构授予的多

种荣誉称号
。

他是苏共中央委员
,

在政府担任高级公职
,

工作十分繁忙
,

一般人是很难见到的
。

访苏最后一站是到莫斯科东边的沙土拉激光中心参观考察
,

这是在 国内已计划好的
。

沙

土拉是新建的一个工业用大功率 CO
:

激光器研究制造中心
,

附近有电厂
,

能源充 足 , 有 湖

泊
、

森林
,

风景优美 ; 电
.

气火车与汽车同莫斯科相连
,

交通方便
。

目前大约有 1 2 0。多工作人

员
,

工程技术人员
、

工人
、

干部各占l / 3左右
,

生产s o ow
、

s o 0w
、

l 0 0 0w
、

2 0 0 0w
、

5 0 0 ow

等等C O
Z

激光器序列产品
,

销向全苏各地
、

东欧
,

并在积极打入世界市场
。

中心的展览大厅

里
,

摆着许多国际交流的项 目
、

产品等
,

其中包括中国长春送去的一些 资料
。

该中心主任是

G
.

A
.

A hi ls iito v ,

年富力强
,

果断爽朗
,

愿意和中国进行积极地合作交流
,

但必须以 开 拓

中国市场为前提
。

该中心是国家支持的重点工程
,

大规模的厂房
、

现代化的设备
一

(例如电脑

控制的钻石切制车床等
)

,

从原件 (甚至原材料) 到设计
、

加工
、

装配
、

调试成各种配套激

光系统
,

全部自动化
、

序列化
,

是具有雄厚竞争能力的一个高科技托拉斯
。

我们走访各个车

间
、

研究室以及办公指挥系统
,

深深感到了苏联高科技的实力巨大
,

并且在我的内心深处明

确的感到
: 沙土拉激光 中心正是我们 国家从上到下

,

从党政到科技界10 多年来时时呼吁要创

立的理想典范
,

它在苏联实现了
,

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

在我们这里大概很快

也会团结一致集中人力物力建成类似中心
,

后来居上吧 !

这次赴苏开会访 问是一次相当成功的
、

令人满意的科学考察
,

各方面收获颇多
。

·

简 讯
·

V e s e r公司进行疏通阻塞动脉的导管试验
V es e r公司正在使用准分子激光系统和特别的导管进行试验

,

以便汽化周围动脉的部分

或全部阻塞物
。

V e s e r公司宣称
,

在最近三个病例中
,

只用了不到lo m in 时间就完成了阻 塞

物的激光汽化作用
。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受委托在10 个场所进行试验
,

且接受治 病 的 病

人数量从6 0增加到了2 5 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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