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了解这种增强。

此外 ,静态形变效应在垒下能区增强熔合

截面的结论对超重核的合成有启发作用。即在

冷熔合形成超重核的反应中 ,选择大静态形变

体系将增强核合成的截面。目前 ,合成超重核

的反应基本上是球形核或近球形核的体系 ,利

用形变重核合成超重核的可能性正在研究之

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利用形变核与形变核

的碰撞是合成超重核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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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驾驭混沌的新方法及在控制强流加速器中束晕2混沌的应用”

通过部级鉴定

近日 ,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技术研究所方锦清等同志负责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若干驾

驭混沌的新方法及在控制强流加速器中束晕2混沌的应用”顺利通过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组织的部级鉴定。鉴定

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 :该项目属于国际上混沌控制及其应用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课题 ,主要研究混沌、时空混沌和

超混沌控制的新方法及其在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中复杂的束晕2混沌控制应用两大方面的问题 ,是一项很有意义

的挑战性课题。强流加速器及其强流离子束在核材料生产及洁净核能系统等诸多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发展

前景 ,而强流导致的束晕2混沌已成为强流离子束应用中的关键问题之一。该项目组很好地把国际上关于混沌控

制的新思想与强流加速器面临的难题结合起来 ,不仅分析研究了这类束晕2混沌的特性及其产生的宏观物理机制

及微观机制 (量子混沌) ,而且提出了控制束晕2混沌的十分有效的方法 ,使该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一系列创新

成果。该项目组已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该成果理论研究完整、系统、深刻 ,具有新颖

性、独创性和应用性 ,整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摘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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