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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保教授 
劉仁保，新近加盟之助理教授，1995年獲南京大學物理
學學士學位，其後入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師從朱邦
芬教授研究半導體中超快量子現象（ 即快至萬億甚或千
萬億分之一秒之過程），並於 2000年獲理學博士學位，隨
後作為博士後人員進入楊振寧先生創辦的清華大學高等
研究中心 ，專門研究超強超快電磁場下半導體中量子干
涉現象， 直到兩 年後加入加州大學聖迭戈校區沈呂九先
生的研究組。在加州大學三年中，其主要研究方向為量
子計算（ 即利用量子力學中一個系統可以同時處於許多
不同狀態之疊加原理的超級並行計算），其間涉及利用鐳
射控制及測量束縛於十億分之一米範圍內之單個電子自
旋、單個電子和光子之間量子態的互換、在固體中原子
核與電子間相互作用及其對電子疊加態的破壞等前沿難
題之理論探索， 並與密執安大學斯迪爾教授的實驗組合
作，取得相當突破。目前劉教授主要研究量子計算和納
米結構之量子光學等，並邀好奇之青年共探其中奧妙。 

王建方教授 
王建方，新近加盟之助理教授，1993年畢業于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並取得學士學位（主修化學，
輔修計算機軟件設計），1996年取得北京大學化
學 碩 士 學 位 。 1996年 秋 季 赴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留
學，師從 Charles M. Lieber教授，研究的課題為
半導體納米材料的合成 、結構表徵 ，它們的力
學、光學和電學性質， 以及納米器件制備，于
2002年獲得博士學位。從 2002年至 2005年在加
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Galen D. Stucky教授的研
究組中從事博士後工作，主要的研究課題為多孔
材料、無機有機納米複合材料和金屬納米顆粒的 

合成。他于 2005年 8月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物理
系。他的研究小組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納米材料的
合成、排列和組裝，包括納米晶體、納米棒和納
米線，測量單個納米顆粒和它們排列組裝後集體
的光學和電學性質，以及納米材料在生物科技上
的應用。從網頁 http://www.phy.cuhk.edu.hk/~jfwang/
可以了解他的研究小組的最新工作，歡迎通過電
子郵件 jfwang@phy.cuhk.edu.hk與他聯繫。 

新新老老師師介介紹紹  

今期內容 
Ø 科研焦點：湍流 
Ø 人物專訪：賴漢明教授 
Ø 最新動態 

Ø 活動花絮 

系況速遞 
u  三月十日舉行了楊振寧獎學金、物理獎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獎頒獎禮，並安
排全體同學與教職員合照。當日很榮幸邀請到楊振寧教授和理學院署理院長
關海山教授為頒獎嘉賓。獲獎本科生 29 人，碩士研究生 2 人。  

u  物理英才精進課程己進入第四單元─天體物理。  

u  06- 07 年度上學期將會開辦一題為「二十世紀理論物理的主題旋律」的物理專
題學科給本科生收讀，楊振寧教授和楊綱凱教授將會擔任此科目的授課教師。 



科科科   研研研   焦焦焦   點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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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點滴 程淑姿 

 
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其中一個經常要面對的問
題，是找一個甚麼樣的研究課題 。對於這個問
題，美國芝加哥大學卡丹諾夫 (Kadanoff)教授有
以下的見解。他會告訴你去找一個「有趣」的課
題─一個可以幫助我們建立重大而影響深遠 的
想法 ( “powerful ideas ”)的課題，那怎樣去找這樣
的課題呢？他建議去研究一些常見而無人理解
的 現 象 ( “find something general  that  nobody 
understands”)。若再追問他怎樣能做到時，他便
會說：那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的而且確，研究的最大樂趣便是可以有機會去認
識、掌握、甚至建立新的想法。只是要建立重大
而影響深遠的想法是可遇不可求的。倒是去找一
些常見而無人理解的現象，卻並不如一般人想像
中困難。事實上，有不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現
象，我們今天還未有一根本性的理解。湍流便是
一個好例子。  
 
 
 

運動是依從牛頓力學的，更能寫下流體的運動方
程。在低雷諾數時，可得出確切的數學答案。在
高雷諾數時，我們不懂怎求確切的數學答案；把
方程式放進計算機去運算，得出來的結果正如實
驗所觀察到隨時間不斷變化的漲落量。因此，我
們是知曉描述湍流的運動方程。不過，到今天還
沒有人能夠從運動方程求得速度的概率分佈。我
們亦未能做到，但我們發現概率分佈可以寫成一
條跟兩個條件平均量有關的數學公式。利用這個
發現，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在湍流中經常觀察到
的非高斯 (non-Gaussian)概率分佈。  

 
湍流並不全是無序的漲落。在湍流中，我們經常
可看到許多一致或相干的流動結構。最明顯的例
子，便是湍流中大大小小的漩渦。一個有趣的問
題，便是如何把漲落跟相干運動結合一起去描述
並理解湍流？更簡單的問題是：如何從漲落量中
分辨那些是相干運動？最近，在對流產生的湍流
中，我們成功地解答了這個問題 。在對流湍流
中，一個主要的相干結構是由溫度差別導致的浮
力所產生的貌似磨菇形狀的流動結構。我們利用
了這些流動結構的速度應該跟溫度變化有所關
聯的物理直覺，成功地把它們從速度漲落量中區
分出來。  

 
在大約五十年前，科學家意外地發現在水管湍流
中加入少量的高分子 (polymer)，能把流動的阻力
大大降低。這個有趣的現象有明顯的實際用途 ，
亦已被應用來減低輸油管的阻力，省下能源。可
是，高分子究竟是如何產生減阻的作用呢？最
近，我們一步步地解開這個疑團。我們發現高分
子的作用有如一種有效黏性，但這黏性不是一個
常數，而是一個跟水管壁距離有關的函數。在動
量及能量守恆的方程中，加入一個適當的這種有
效黏性，我們推度出在給定壓力差情況下，平均
流動速度增加的結果─這便是高份子的減阻作
用。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努力，我們取得了在湍流研究
的點滴成果，這些成果亦受到同行的肯定。不
過，研究的最大回報，還是從認識、掌握、和建
立新想法當中所獲取的樂趣。  

編者按：程淑姿教授最近獲美國物理學會選為 2005 年會士 (APS Fe l low)。每年祇有不足 0.5%的美國物
理學會會員經嚴格評審獲選為會士，以表揚他們在物理學研究、教學及應用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 

湍流是液體及氣體（統稱流體）在高速或更準確

說高雷諾數 (Reynolds number)時的一種看似毫

無規律的運動狀態。湍流是輕而易見的。我們每

天打開水龍頭時，只要把水龍頭開得大一點，出

來的流水便是處於湍流狀態。若果在一固定地

點，量度湍流中的流速，會看到速度隨時間不斷

變化、漲落 ( f luctuate)，就像是隨機變量一樣。
在另一方面，重複測量在相同情況下的速度漲落 
量，所得出的概率分佈是相同的。我們知道流體  
 

程淑姿教授  

 
 
 

 
 
 
 
 
 
 
 
 
 
 
 
 
 
 
 
 
 
 
 
 
 
 
 
 
 
 
 
 
 
 
 
 
 
 
 
 
 
 
 
 
 
 
 
 
 
 
 
 
 
 
 
 



湍流熱對流中的動力學研究 夏克青 
 
對流現象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見 ，同時也
是自然界中很普遍的現象，比如：引起天氣、
氣候變化的大氣環流、海 洋 環 流 ， 引起大陸
板塊漂移的地幔對流，決 定 地 磁 場 ? 生和變
化 的 外 地 核 對 流。湍流熱對流研究不但可以
深 化 人 們 對 星 際、海洋、 大氣、地球中對流
現象的認識， 而且還可以對工程中的傳熱問
題給出指導。 從 基 礎 研 究 的 角 度 來 講，湍流
問題被認? 是 最 後 一 個 尚 未 解 決 的 經 典 物 理
問題。 Rayle igh - Bénard  ( RB)系統是湍流熱對
流研究中幾個最簡單的模型之一，所謂 RB 系
統 就 是 在 一 個 封閉 的 容 器 內，加熱下底板 ，
冷卻上底板， 保持上下底板的溫度差恒定。
上下底板的溫差超過一臨界值，下 （上）底
板附近的流體元被下（上）底板加熱膨脹（冷
卻收縮），流 體 元 密 度 減 小（增大 ），由於
浮力的作用而上升（下降 ），形成的一種蘑
菇狀的流動結構，叫作熱（冷）羽流 ( p l u m e )。
? 多羽流通過自組織形成了大尺度環流（如
下圖所示）。  

用陰影法得到的投影到互成 90°的兩個面的流動圖
像。可以觀察到一個清晰的准二維的大尺度環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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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 B 對流的研究中，人們主要關心三個方面
的問題：（ 1）湍流如何傳熱，尤其是在高湍
流 度 的 情 況 下 ， 熱 量 是 如 何 被 湍 流 所 傳 輸
的。如前所述 ，對這個問題的瞭解不但可以
深 化 人 們 對 自 然 界 中 對 流 現 象 的 認 識，而且
還可以對工程中的傳熱問題給出指導。（ 2）
溫 度 場 和 速 度 場 的 統 計 特 性。通過研究溫度  

場和速度場的統計特性， 以及溫度場和速度
場的關係，人們可以瞭解 RB 系統中浮力，慣
性力及粘滯力各自對流體的影響及它們之間
的關係。由於 RB 系統是一個簡單易控的湍流
系統，易於研究湍流動能如何從大尺度向小
尺度傳遞等湍流中的基本問題。（ 3）熱對流
中的流動結構及其動力學，如前所述， RB 系
統 中 存 在 一 個 大 尺 度 的 環 流。這 個 大尺度環
流具有很多有趣的特性。 其中一個最近引起
很大興趣的現象是大尺度環流的流向反轉，
如果我們把 RB 系統中准二維的大尺度環流
想 象 成 一 個 飛 輪 ， 這 個 飛 輪 有 時 候 順 時 針
轉，有時候逆時針轉，而 引 起 飛 輪 轉 動 方 向
反轉的機制有兩種，一種是由於飛輪的軸轉
了 1 8 0 °（也就是飛輪所在的面轉了 1 8 0 °，稱
? 角向運動引起的反轉） ，而另一種則是飛
輪先減慢速度 ，直到停止 ，然後重新開始轉
動，只不過轉動方向與原先相反（ 稱? 面內
反轉）。一 般 以 為 地球磁場是由於外地核的
液 態 鐵 的 對 流 所 ? 生 的。 而 根 據 古 地 磁 記
錄，地球磁場的方向曾經發生過多次的反轉
（即地磁場 的 南 極 和 北 極 對 調 ）。 因此人們
猜測 RB 系統中大尺度環流的流向反轉可能
與地磁場磁極的反轉是由同一種機制所? 生
的。最近本文作者的研究組對 RB 系統中大尺
度環流的角向運動及面內反轉進行了系統的
研究，我們發現 RB 系統中大尺度環流的角向
運動與地磁場的反轉具有類似的統計特性，
這對理解地球外地核對流所? 生的地磁場以
及地磁場反轉提供了新的線索。  

夏克青教授  

編 者 按 ： 夏 克 青教 授 最 近 榮 獲 2005-2006 年 度 裘 槎 基 金 會 優 秀 科 研 者 獎 (The Crouch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ship)。此獎項於 1997年成立，特別頒與在科研工作上有卓越表現的學者，藉以表揚並鼓勵他們取得更理想的成績。 

 
 
 
 
 
 
 
 
 
 
 
 
 
 
 
 
 
 
 
 
 
 
 
 
  
 
 
 
 
 
 
 
 
 
 
 
 
 
 
 
 
 
 
 
 
 
 
 
 
 
 
 
 
 
 
 



人人人   物物物   專專專   訪訪訪   

問：  我知道賴? 授都有負責收生的事宜，近幾年收生人
數及成績等情況如何？  

答：  我也是近幾年才負責這些事務。近來物理系比以前
吸引更多學生，而我們中大物理課程收生的成績都
比其他院校相對地高，收的學生也相對地多。我觀
察到報讀物理課程的人數和經濟情況也有些關係。
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都會想畢業後容易找份好工
作，所以會選擇一些比較實際的學科。但經濟差的
時候，反正讀什麼都很難找工作，那不如選擇自己
有興趣的科目，而且讀物理又有很多出國留學和做
研究生的機會。事實上我們中大物理系每年約有五
十多名畢業生，其中總有一半多的同學繼續深造。
除了在中大做物理研究生外，也會到國外深造，甚
至是到其他學科的領域發展。我們讀物理的人對數
理分析有很? 的訓練，所以到其他也要數理分析的
學科發展不會是很困難的事。  
 
我們主要都是收  band A 或  band B 的學生。但近來
我們的收生成績的中位數高了，令到有些考生不敢把
我們的課程放在頭幾個選擇內。其實如果不把我們放
在頭幾個選擇內，很可能學生會被其他學系取錄，我
們也不能夠取錄了。因此去年我們只收到四十多人。
我們希望中學生在選科時以興趣為優先，當然也要衡
量自己的能力。雖然中大漸漸轉向研究型大學，但我
相信我們物理系仍然會很重視? 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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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賴教授，退休在即，現在還有沒有進行研究呢？在
教學與研究時間之分配如何？  

答：  我現在手頭上仍有一些工作，例如與兩位研究生進
行的有關水珠的散射和介質內光傳播的研究，還有
兩篇論文正在書寫當中。此 外，個人方面，還 對
Negative R efraction 有興趣。我個人在教學和研究所
用的時間相約，但無可否認，研究的進度較慢，因
為自己即使能集中精神工作，持久力亦不及以前。  

 
問：  賴教授在明年底退休，請問在退休後，你會做甚麼

呢？  
答：  我希望能寫一本有關電磁學的教科書，程度會在

Halliday、Resnick 所著的《Physics》之後，而主要
的對象是本科生。雖然坊間亦有很多電磁學的書，
但我認為個人的表? 方式、對電磁學的做法、以及
處理若干電磁學的問題會較其他書籍為佳，而且坊
間的外國書籍都比較昂貴，我這本書應該可以便宜
些。除此以外，其實我的興趣甚為廣泛，除了物理
外還有很多其他興趣，例如閱讀詩詞、小說，就可
令我花上整天的時間。此外，我對唱歌、聽音樂、
看戲、園藝、耍太極、下圍棋、金融投資亦甚感興
趣，相信退休後的生活亦會很充實。  

 
問：  從事物理研究的工作多年，你有甚麼心得和感受？  
答：  我是做理論的，通常在研究工作上，都會選擇自己

有興趣的問題進行研究。故此，我的研究不會集中
在一個範疇上。而且我做研究的時侯，通常會將思
考物理的過程當作為一場智力的遊戲。當碰上一些
有興趣而又不太明白的問題時，都會以基本的看
法，希望用簡單而特別的想法去把問題解決，這正
正是我的興趣所在。不過當碰上的問題需要運用大
量的電腦計算，我的興趣就會相應減低，而我亦會
避免花太多的時間及人力於同一的問題上。此外，
我覺得值得一提的，就是要與外界多接觸。所指的
接觸是要到外面開會、與外邊同行多作討論，並留
意一些期刊和文章的發表，以了解世界各地有關物
理學的研究狀況和發展。在這方面，我是不足的。  

 
問：  在物理的學習上，有甚麼意見給予學生？  
答：  我認為學習物理，應該有求知的態度，要多動腦筋，

想想自己所學的東西之間的關係，要觸類旁通，亦
不要忘記數學是重要的工具。要深入了解物理是需
要一定的數學知識，當然理解數學背後的物理意義
才是最重要的。至於研究生方面，則應具有廣泛的
物理知識，良好的物理基礎。例如做光學，不但要
對光學有認識，還要對電磁學有所認識。除此之外，
研究生亦應多留意及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物理研究
和報導，平日應盡可能抽些時間閱覽一些普遍性的
雜 誌 刊 物 ， 例 如 《 Physics Today 》、《 Scient i f ic 
American》、《Nature》、《 Science》等。  ( 是次專訪由物理系研究生李冠昕和方敬恩主持。) 

問：  你覺得  EAS (Early Admission Scheme) 的學生質素
怎樣？這些同學有四年的時間，你認為他們可以怎
樣分配時間？  

答：  EAS 的同學質素普遍較高。當然第一年的時候他們
一般會比較吃力，因為他們始終比中七入學的同學
少讀一年。但大多數都? 有問題，系方亦會為他們
提供協助。總括來說，他們的能力都相當高，很快
可以跟上進度。故建議他們第一年可以集中在功課
上面，因應自己能力來讀，不需太急進。最緊要是
打好基礎，否則去到高年班會很難應付。參加其他
學生活動亦很有意思，可以從中得到廣義的? 育，
如學習待人接物、組織活動的經驗等等。這對他們
將來工作處事都很有幫助，因為無論什麼工作都要
和其他人合作，參與學生活動會得到很好的經驗。
學生參加一些課外活動，可以令大學生活更多姿多
彩。  

 
問：  最後，賴? 授認為讀物理的出路如何？  
答：  其實，讀物理不必一定要成為物理學家。本科生課

程的目的是要將人的整體能力提高，而物理的本質
是尋根問底，除了能提高數理能力，也能訓練一個
人找出背後道理，實事求事的能力。出來工作也是
一樣，要腳踏實地，不能只靠花巧的東西。故我鼓
勵同學在出路方面作多方面的嘗試。在學業深造方
面除了物理外，亦可以考慮在會計、經濟、工程、
地理等學科發展。出來的工作，若和所學的物理有
關連，那當然好。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衝量一下什
麼工作是你的目標所在。我們提供的訓練應該可以
令同學能夠適應其他的工作，例如是金融投資分析
方面，物理學生有其優勢，如利用電腦處理數據的
能力，這反而是商科的同學所? 有的。  

 
很多謝賴? 授接受這次訪問。  

賴賴賴漢漢漢明明明教教教授授授   

賴漢明教授於其辦公室內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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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最   新新新   動動動   態態態   

部分研究小組成員於隧道內合照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吳令安教授  

 
 
 
 
 
 
 
 
 
 
 
 
 
 
 
 
 
 
 
 
 
 
 
 
 
 
 
 
 
 
 
 
 
 
 
 
 
 
 
 
 
 
 
 
 
 
 
 
 
 
 
 
 
 
 

香港仔隧道計劃 
 
當你經過香港的每條隧道時，有沒有想過管道之間

有什麼東西呢？ 走火通道 ？秘密軍事基 地？ 可能

有吧，但肯定有的是物理實驗室！對，就在香港仔

隧道的第二個洞（總共有三個），有一個在八十年

代興建的地下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合作於 2004 年重新利用該設

施，希望測量在地底由宇宙射線引發的中子數目，

從而估計在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的背景訊號。  

 
宇宙射線由許多不同粒子組成，在一定深度的地下

實驗室，主要的宇宙射線是 µ子，在這實驗的第一

階段，我們利用固態閃爍體去作為引發裝置，和一

種氣體採測器去量度粒子產生反應的位置，當有 µ

子經過時整個探測器便會作出反應，從而得知入射

µ子的路徑和總通量。在第二階段，我們會利用大

約四噸的液態閃爍體去探測由 µ子產生的中子。由

於 中 子 會 被 一 些 元 素 捕 捉 而 產 生 特 定 的 伽 瑪 輻

射，在引發裝置的運作下，探測到的特定伽瑪訊號

便能讓我們知道有多少由 µ子產生的中子了。  

要測量中微子，首先要把擾亂訊號的障礙除去，中

子便是其中之一。只有對它有足夠的了解，我們才

能真正知道中微子的特性。想知道更多關於大亞灣

和 香 港 仔 這 兩 個 實 驗 的 資 料 ， 可 瀏 覽

ht tp: / / the ta13.phy .cuhk .edu.hk。  

量子信息和量子光學學術講座 
 

為了提高同學們對量子信息和量子光學的知識，中

大物理系和浸會大學物理系合辦了一系列學術講

座，邀請了四名國內外傑出的物理學者主講。當中

包 括 美 國 洛 斯 阿 拉 莫 斯 國 家 實 驗 室 ( Los Alamos 

Nat iona l  Labora to ry)  P e t e r M ilonn i 教授和中國科

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吳令安教授。  

將會在四月到訪物理系和授課的講者是中國科學

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孫昌璞教授，有關詳情可

致電 26096339 查詢。  
 



活活活   動動動   花花花   絮絮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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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及國際會議 

理論物理研究所於去年 12 月舉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和兩個國際會議，參加總人數多達三百人。來自
16 個國家和地區的物理學者於各大會中發表其研究報告，不少參加者都表示從中獲益良多。  

「計算方法及其在科學中的應用 」學術研討會參加者合照  

 

量子力學及其應用最新進展國際會議參加者合照  

量子光學國際會議參加者合照  

 
 
 
 
 
 
 
 
 
 
 
 
 
 
 
 
 
 
 
 
 
 
 
 
 
 
 
 
 
 
 
 
 
 
 
 
 
 
 
 
 
 
 
 
 
 
 
 
 
 
 
 
 
 
 
 

由裘槎基金會贊助，題為「計算方

法及其在科學中的應用」的高等學

術研討會已於 2005 年 12 月 6 日至

13 日舉行。會中回顧了計算物理的

進程和大型數字計算新發展，並討

論了多種常用的算法及其在統計物

理 和 材 料 科 學 之 前 沿 問 題中 的 應

用。物理系為此研討會開辦了兩個

輔助課程，分別是第一性原理方法

的介紹和計算生物科學的介紹，為

參加研討會的學生提供背景知識。  

 

與全國高等學校量子力學研究會合

辦，由王寬誠教育基金會資助的量

子 力 學 及 其 應 用 最 新 進 展 國 際 會

議，已於 2005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舉行。此會議匯集交流當前國際

學術界量子力學理論和實驗的新進

展，和量子力學在科技領域，如信

息科學、材料科學、化學、生物和

生命科學中的最新應用。亦包括量

子力學各類課程的教學經驗交流。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教授亦

是主題講者之一。  
 

與浸會大學物理系合辦，由王寬誠

教育基金會和利希慎教育基金會贊

助的量子光學國際會議，已於 200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舉行。此會議

探討了現今量子力學的發展。會議

主題包括量子計算及傳送、量子糾

纏、超材料 ( m e t a- mate r ia l s )、輻射

的非經典特性、量子干擾、光與物

質之間的相互作用等等。28 位來自

世界各地的傑出物理學家於會議中

作了邀請報告；講者當中有 7 位是

中國科學院院士。參加者交流了他

們在量子光學前沿的研究結果，並

進 行 了 熱 烈 討 論 ， 得 到 極 好 的 反

應。 
 



學生海外交流計劃回顧 

去年度獲得物理系暑期本科生研究交流 (SURE)計劃全費資助的同學於完成計劃後記下他們的心聲和
感想，在此共大家分享。  

陳永鏗  

研究題目：Cosmic rays detection 

到外國做研究，感覺竟然有點像去遠征。因為去到
加州理工大學， 人生路不熟， 還要面對 很多的挑
戰。  

起初，對研究的題目不太了解，導致處處碰壁。不
過，向博士們請教後，方向又慢慢明朗起來了。有
時遇到問題想不通， 便到校園走走 。校園繁花似
錦，看後整過人輕鬆下來，竟又想通了。當有些新
想法時，腦袋就停不了，想做得更好，期望有新突
破。時得時失，或許這就是研究吧。  

在這個旅途中的或是挫折、或是成功。能掌握研究
物理的過程，這是享受；能艱辛地學習不懂的，這
是奮鬥。無論如何，點滴都是經歷。經歷過了，我
更喜歡學物理，更喜歡研究物理。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古偉廉  

研究題目：Planetary science 

很幸運有機會來到加州理工做研究，這是一個很寶
貴的經驗。  

最令人難忘的是跟一班暑期學生一起努力工作，一
起開會，一起讀書，一起做研究。  

加州理工給我的印象是它資源豐富，但更重要的是
在這裏的學生和教授都很重視每個可做研究的機
會，運用資源的態度也是毫無保留。  

香港的資源有限，研究的規模未必很大，但仍然可
以有這樣良好的研究氣氛，這是最重要的。  

郭灝民  

研究題目：Beta decays of ultra-cold neutrons 

學習物理的過程中，我認為最精彩的莫過於能以大
師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中大物理除了本身師資優
良，熱心教學之外，更提供機會給我到世界一流的
研究學府─加州理工學院，親身學習頂尖的物理學
家處理物理問題的方法，與他們一起討論、計算 。
當他們表示信任你的計算時，那種興奮是不言而喻
的。當你知道正為全球一個大型物理實驗作出貢
獻，說不定日後「他們」拿諾貝爾獎的時候，你也
可以跟身邊的人說：「我也有份參與呢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蘇樂恆  

研究題目：Electric dipole moment of ultra -cold neutrons 

我在 Univers i ty  o f  I l l ino is  a t  Urbana - Champaign 渡
過了一個非常難忘的暑假。我參與了一個關於極化
氦 - 3 的實驗，是量度中子電偶極矩實驗的一部分，
目標是研究其鬆弛性質。  

我學會了很多實驗技巧，瞭解到實驗中有很多細節
要留意，以減少雜訊、提高準確度與增強儀器的靈
敏度，也學了一些數據分析的方法，並寫了一些模
擬實驗的程式，以幫助設計新的硬件。  

今次的經驗令我對實驗物理完全改觀，我從前以為
做實驗是一件很沉悶的事，但我發現這其實是十分
刺激的，而且需要心思細密，每有新發現時那種興
奮的心情更加非筆墨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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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周年聚餐 

校 友 會 周 年 聚 餐 於 去 年 12 月 3 日（ 六 ）晚 上 假 大 學 賓 館 舉 行 ，當 晚 主 題 為 Re - U n i o n。眾 校 友
聚 首 一 堂 ， 並 於 餐 後 進 行 大 合 照 。 (校 友 會 網 址 ： ht tp: / /www.phy .cuhk .edu .hk /a lumn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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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 Brook 

羅嘉熙  

研究題目：Seasonal changes in the role of moisture in 
mid-latitude cyclones 

盛夏的 Caltech 是研究的好地方。  

在研討會中，我看見各有專長的學者在交流知識；
在小組會議中，我感受到認真的研究態度，又認識
了多種研究方法；然而在工作中，我體會到工作效
率的重要性。  

感謝  SURE，給了我寶貴的機會到海外體驗前沿的
研究。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陸永康  

研究題目：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透 過 2005 年 的 S U R E 計 劃 ， 我 到 了 加 拿 大 的
Queen’s Universi ty，從事有關 M a jorana 與 GERDA
實驗中所用到的半導體輻射探測器的訊號模擬及
分析。這是一個電算模擬的項目，能夠把以往從課
堂上學到的電算模擬技術實際應用到這些大型實
驗上，實在十分有滿足感。  

 
 
 
 

 

 

 

今次的經驗令我更明白做物理研究是怎麼的一回
事。在是次研究的歷程中，我經歷了數次的失敗 ，
明白了從錯誤中學習的重要性。經過不停地參考研
究文獻來學習和嘗試，終於做出與自己推想相符的
結果，實在有一種莫名的興奮。這令我更加喜歡物
理研究工作，希望將來有機會再參與大型的物理學
研究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