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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6月27日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获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HI-13串列加速器于6月18日9时

40分实现安全运行10万小时。这标志着我国低能核物理研究从弱到强，形成了完备的学科创新体系，并

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家需求背景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坐落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是我国低能核物理研究基地。

作为实验室的主体设备，HI-13串列加速器自1986年建成后，二十多年来为国内外50多个研究机构几百个

课题提供了从氢到金40多种离子束流，累计提供实验束流超过8万小时。原子能院科研人员通过HI-13串

列加速器在核物理基础研究、核技术应用研究、核数据研究及航天微电子器件单粒子效应研究领域，取

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为提高我国在国际核物理界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和国防科技各领域的需要，促进核物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

为原子能院四大科学平台建设项目之一，串列加速器升级工程于2011年4月28日正式开工，将于2014年4

月建成世界上首台100MeV紧凑型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同时，原子能院还将积极引进超导直线加速器和

多粒子可变能量回旋加速器，建设先进放射性核素装置等终端设备，促进串列加速器综合科研能力提

升。 

 

原子能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工程的建成和应用，将开拓核物理研究的新方向，满足国际前沿科

学研究的需要和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实现核物理与天体物理、材料科学、生命科

学、加速器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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