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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洱 男 1934年10月生  上海人 研究员  博士生兼职导师 

1955.06-1963.10 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助教、讲师。 

1963.11-1966.01 在英国牛津大学、卢瑟福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1982.02-1984.08 在美国石溪大学、伯克利研究所做访问科学家。 

1984.09-1996.08 在北京大学工作，任教授、博导和北京大学副校长。 

1996.09-1999.12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2000.01-2003.12 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2001.06-2003.06 在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担任学部主任。 

2004.01至今   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博导，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 

2004.08至今   担任国家973计划专家顾问组副组长。 

2005.08至今   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物理科学院担任院长。 

目前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协主席、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Fellow IOP, Entitled Chartered Physicist(英国),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ICTP 科学理事会理事和日本 JAEA-J-PARC 国际顾问 。 

研究方向：加速器物理 

主要工作与获得的成果： 

1、完成了4.5MV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建造，为填补国内单色中子能区空白做出贡献。 

2、主持2X6MV串列静电加速器的改建工程。 

3、拓展重离子束核分析技术并领导建成基于静电、面向用户的加速器质谱计，在国内首次实现C-14同位素的超灵敏检测。 

4、他在回旋加速器中心区物理和束流冲化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大幅度的提高束流输运和利用效率。 

5、主持建立了北京大学射频超导研究室，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在我国首次利用国产超纯铌材建造成 Single cell、2-cell、3.5 cell和 9-cell 射频超

导加速腔，并成功加速了离子束和电子束，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在加速器发展的前沿，建议并主持新型重离子RFQ加速结构和超导加速腔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为我国新一代加

速器的发展做出贡献。 



目前的工作： 

1、全面指导北京大学200MHz强流氘束RFQ加速器的研究工作和低能散度新型梯形IH-RFQ加速器的研究。 

2、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激光加速获得准单能质子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的进行。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1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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