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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中国核学会

主办单位：《强激光与粒子束》编辑部

              《Matter and Radiation at Extremes》编辑部

承办单位：深圳技术大学

               等离子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高功率微波技术重点实验室

               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全国重点实验室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能激光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中山大学理学院

               广东省新兴激光等离子体技术研究院

               中国（绵阳）科技城先进技术研究院

               绵阳科技城光子技术研究院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深圳市激光智能制造行业协会

               激光制造网Laserfair.com

支持单位：深圳市鸿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特别鸣谢：南京拓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创谱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北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夯业真空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睿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
国
强
激
光
与
粒
子
束

前
沿
学
术
研
讨
会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为公开级会议，所有摘要和报告均已完成保密审查。

参会人员沟通交流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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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会议时间：4月20日-4月23日

会场地点：深圳技术大学

会议报到

会议注册及缴费须知

1、注册时间及地点
4月20日09：00-22：00为集中注册时间，注册地点为1034酒店大厅、X-INN创客栈酒店大厅。

会议在深圳技术大学1034酒店和XINN创客栈均设有报到处，请代表们到达各自入住酒店报到即可。

2、注册费标准
会议一般代表注册费用为2000元/人，学生参会代表注册费为1600元/人。

本次会议交通费、住宿费自理，深圳市鸿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第三届全国强激光与粒子

束前沿学术研讨会”的会务服务提供商。由深圳市鸿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收取注册费并开具

发票。

3、缴费方式
（1）现场缴费：现场只接收pos机刷卡，不收现金。

（2）对公转账：

        公司名称：深圳市鸿云高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深圳福田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坂田支行

        银行账号：6509 7668 1000 015

（为及时准确无误地确认汇款，请务必在汇款附言中备注：“2023hplpb+汇款人姓名”）

温馨提示：

(1)缴费及发票请联系：朱姝霓，电话：13145813518，

    会后会在7个工作日后将电子发票发送至您邮箱。

(2)发票信息将于现场报到时通过小程序收集。

(3)为便于报销，我们将在报到现场提供参会证明。

报到顺序：签到     缴费     确认住宿信息     拷贝ppt     领取会议资料     酒店前台办理入住

深圳技术大学1034酒店（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酒店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兰田路3002号

电话：0755-89663333

地铁：1、机场：11号线转14号线、再转16号线，全程约2小时

         2、深圳北高铁站：5号线转14号线，再转16号线，全程约1.5小时

打车：1、机场至1034酒店，全程约80km，时长约1.5-2小时

         2、深圳北站至1034酒店，全程约50km，时长约1小时

酒店名称：X-INN创客栈

酒店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兰景中路16号（坪山高新区产学研基地内）

电话：0755-33316666(全国预订热线：4007001997)

预订服务微信：AA4007001997

车程：宝安国际机场至XINN创客栈，全程约70km，时长约70分钟

         惠州平潭机场至X-INN创客栈，全程约65km，时长约55分钟

         深圳北站至X-INN创客栈，全程约46km，时长约50分钟

         惠州南站至X-INN创客栈，全程约19km，时长约45分钟

         深圳坪山站至X-INN创客栈，全程约7km，时长约15分钟

酒店及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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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求

1、口头报告时间
大会报告：30分钟（25分钟报告+5分钟提问）

分会场邀请报告：20分钟（15分钟报告+5分钟提问）

一般报告：15分钟（12分钟报告+3分钟提问）

2、口头报告提交
请有口头报告的代表在报到时将PPT拷贝至报到前台的PPT收集人。如未及时拷贝，请在会

议开始前半小时，将报告拷贝至会议电脑，以ppt、pptx和pdf格式为宜，若有视频或辅助材

料，请提前进行调试。

4、Poster制作要求：

如需海报展示，请将符合规格的海报（高120cm*宽90cm）发送至1986245873@qq.com

邮箱（请备注“第三届强激光与粒子束前沿学术研讨会”海报电子版），海报中的图像应具

有较高分辨率以保证打印质量，海报由会务统一打印制作张贴。本次大会将评选优秀

poser，并对优秀poster进行表彰奖励。

温馨提示：为节约会长时间，不建议报告人使用个人电脑；未经报告人同意，会务组不向

外拷贝他人报告，请谅解。

深圳技术大学湖景餐厅

时间

4月20日（全天） 会议报到、注册

4月21日（全天） 大会邀请报告

事项

1034酒店大厅、X-INN创客栈酒店大厅

4月21日（晚上） Poster交流、评优

4月23日 返程

4月22日（全天）
分会场邀请报告

口头报告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阶梯教室

日程安排

深圳技术大学C4大会堂

地点

接站及乘车安排

1、4月20日接站

4月20日将安排大巴车/中巴车在深圳宝安机场接站，请需要乘坐接站大巴的代表妥善安排好

行程。发车时间及发车点位会通过邮件发送至各位代表，同时发车信息也将公布于会议网站。

4月22日送站信息将于报到后在微信群公布，请大家及时关注。

2、XINN创客栈——深圳技术大学会场乘车安排

会议期间，XINN创客栈会有大巴车接送参会嘉宾到会场参会，具体的车辆及时间安排，请

您报到后，仔细查看会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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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

大会顾问
杜祥琬  范滇元  范国滨  张维岩  邓建军

大会主席
阮双琛  郑万国  丁永坤  唐 淳  张建德  黄文华  唐传祥

大会执行主席
周沧涛  赵宗清

秘书长
吴思忠   邵  火   晏成立

秘书
黄太武　黄  越   杨  蒿

成员
郭晓杨   马钰洁   王  涛   刘玉娜   陈  述   汪道友   黄  颖   苏玲玲  杨梦琴

谢   静   伍  萍   周浩浩   张倪洁

学术委员会
蔡洪波

冯国英

金玉奇

刘庆想

唐靖宇

吴　岱

赵剑衡

朱文越

曹莉华

高妍琦

孔伟金

鲁　巍

唐晓军

吴思忠

赵永涛

朱　晓

陈　民

郭　冰

李　庆

马弘舸

佟存柱

向　导

郑　跃

邹晓兵

陈明君

郭建增

李洪涛

冒立军

汪连栋

谢彦召

仲佳勇

陈亚洲

韩　伟

李　化

蒙　林

王　琳

许晓军

周东方

程鑫彬

胡明列

李任恺

宁　辉

王　璞

闫　锐

周申蕾

丛培天

黄洪文

李新阳

乔　宾

王屹山

颜学庆

周维民

杜应超

吉亮亮

李亚国

秦　风

王　钊

余同普

朱礼国

冯　超

焦　毅

李玉同

邵　涛

魏　彪

张　军

朱少平 

会议用餐

日期

4月20日

4月21日

4月22日

4月23日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用餐

18:00-20:00

06:30-08:00

12:00-13:30

18:00-21:00

06:30-08:00

12:00-13:30

18:00-19:30

06:30-09:00

C-3行政楼裙楼309多功能厅

C-3行政楼裙楼309多功能厅

入住酒店

入住酒店

入住酒店

C-3行政楼裙楼309多功能厅

C-3行政楼裙楼309多功能厅

湖畔餐厅（冷餐会）

时间 就餐地点

大会餐券

大会餐券

大会餐券

大会餐券

大会餐券

酒店房卡

酒店房卡

酒店房卡

就餐凭证

会议指南

其他注意事项
1.会议期间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妥善保管好会议资料和私人物品。

2.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状态，以保证会场秩序。

3.参会人员不得在会场发放自带的资料，如有资料需要分发，请与会务组接洽，由会务组代为分发。

4.本次会议为公开会议，请勿携带涉密信息及资料参会。

会务组联系

会议期间，如您对会议有任何意见和需求，敬请及时联系会务组。

会务联系：王 涛  08162485753 / 13183431142（微信）

               伍 萍  075523256561 / 18173864696（微信）

会议参展和赞助

会议期间设置厂企商展区，搭建与科研一线人员交流和产品展示区域，欢迎相关企事业单位参展。

详情联系会务组：王 涛（08162485753 / 13183431142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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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单位

深圳技术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

中国久远高新技术装
备有限公司

序号

PL01

PL02

强激光驱动能型粒子源与辐射源研究

小型医用回旋加速器产业化发展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周沧涛

石金水

杨  锐

赵宗清

张建德

周沧涛

张维岩

唐   淳

开幕式、颁奖

报告人

8:00-8:30

合影&茶歇

茶歇15:30-16:00

冷餐会&张贴报告&优秀海报颁奖18:00-21:00

午餐&休息12:00-14:00

8:30-9:00

9:00-9:3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国防科技大学

PL04

PL05

PL03

电子直线加速器前沿应用

LD泵浦新型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高能激光-摧毁无人机的利器

吴  岱

王小林

10:30-11:00

11:00-11:30

10:00-10:30

北京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东华理工大学

PL06

PL07

PL08

激光驱动的新型短脉冲中子源研究进展

激光聚变热斑特性研究进展与挑战

加速器中子源科学装置及其应用展望

乔  宾

赵宗清

汤  彬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奔腾激光（浙江）股
份有限公司

PL09 高功率激光切割与焊接装备与应用吴让大16:00-16:3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PL10 惯性约束聚变中的应用基础问题蔡洪波16:30-17:00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PL11 高能激光多域测试与评估技术杨鹏翎17:00-17:30

时间

9:30-10:00

4月21日 (深圳技术大学C4大会堂）

主会场：大会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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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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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1034酒店步行至会堂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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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109号教室）

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序号

I1-01 邀请报告：阿秒激光超快实验站研制进展

孙殷宏

报告题目 主持人
滕   浩

报告人

8:00-8:20

北京科技大学I1-02
邀请报告：半周期阿秒脉冲产生的相干轫致

辐射机制
王云良8:20-8:40

深圳大学I1-04 邀请报告：中红外高功率超快光纤激光器研究郭春雨9:00-9:2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I1-08

邀请报告：聚变能源激光驱动器技术研究
郑建刚10:25-10:4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1-05

基于快速延伸等离子体光栅的激光压缩技术

研究
吴朝辉9:20-9:35

上海交通大学O1-06 基于光参量过程直接产生高重频超短脉冲序列王文昊9:35-9:50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O1-07 等离子体光学时空调控与诊断技术张栋俊9:50-10:05

茶歇10:05-10:25

午餐12:05-14:00

华中科技大学I1-03 邀请报告：飞秒激光高次谐波混频过程和应用李政言8:40-9: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

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
I1-09

邀请报告：宽带低相干光增益饱和效应实

验研究
赵晓晖10:45-11:0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I1-10

邀请报告：面向ICF激光装置的光纤随机激光

研究
范孟秋11:05-11:25

清华大学O1-11
基于传输矩阵的像差校正和散射环境下的粒

子操控

李政言

刘凯歌11:25-11:4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1-12

基于时域幅度调控的高功率激光幅频效应抑

制研究
宗兆玉11:40-11:55

华中科技大学O1-13 薄片多程放大器中的热空气扰动补偿研究陈涵天11:55-12:10

时间 单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序号

I1-15 邀请报告：窄线宽线偏振光纤激光及其应用

范孟秋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孙殷宏

报告人

上海交通大学I1-14
邀请报告：基于OPCPA的百太瓦中红外强激

光研究
谢国强14:00-14:2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I1-16 邀请报告：高光束质量万瓦窄线宽光纤光源陶汝茂

14:20-14:40

14:40-15:0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O1-18 激光交战组件化仿真平台谢晓钢15:15-15:30

深圳技术大学I1-21 邀请报告：桌面型超快相干极紫外光源的研发李   露16:20-16:40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O1-19 高能激光试验机建设特点和关键技术分析杜梓冰15:30-15:45

哈尔滨工业大学O1-20 高能激光对抗系统激光大气传输研究进展张   诚15:45-16:00

茶歇16:00-16:2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O1-17

基于GPU编程的激光束与复杂目标实时映射

新方法
张玉双15:00-15:15

国防科技大学I1-22
邀请报告：高功率可见光光纤光源研究进展

及展望
宋家鑫16:40-17:00

国防科技大学I1-23
邀请报告：激光驱动强中红外脉冲的产生及

其对辐射影响
鲁   瑜17:00-17:20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

叉学科学院
O1-24

新型光谱调控中红外变频激光器
王   鹏17:20-17:3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O1-25

高功率1319nm微秒Innoslab激光放大器研究
罗兴旺17:35-17:5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O1-26

大功率780 nm单管连续输出16 W和巴条连

续输出180 W半导体激光器
李   弋17:50-18:05

四川大学O1-27 一种新型散斑结构的压缩感知鬼成像杨莫愁18:05-18:20

时间

韩  伟

分会场一：强激光物理与技术1

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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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4月22日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108号教室）

单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序号

I2-01
邀请报告：中物院红外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初步设计

张  浩

王伟民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周   奎

报告人

8:00-8:20

中国人民大学I2-02
邀请报告：基于激光作用液体等离子体的太

赫兹波产生和探测机制研究
王伟民8:20-8:40

上海交通大学O2-04 太赫兹辐射的调控特性研究张小波9:00-9:15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I2-07
邀请报告：光纤激光相控阵自适应光学技术

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耿   超10:05-10:2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O2-05 载流子高速调控实现激光器全光调制优化彭   琛9:15-9:30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

物理研究所
O2-06

基于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先进

太赫兹源
康   尹9:30-9:45

茶歇9:45-10:05

午餐12:00-14:00

电子科技大学I2-03
邀请报告：混合脉冲与固体靶作用辐射电磁

脉冲的规律探索
李廷帅8:40-9: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I2-08 邀请报告：量子级联结构及相关器件研制王雪敏10:25-10:4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O2-09 抗拉可压型压电陶瓷性能测试及疲劳试验李国会10:45-11: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2-10 钙钛矿微腔光子学的纳米成像与调控研究刘   伟11:00-11:15

温州大学O2-11
近红外皮秒激光在着色PMMA上加工微流道

工艺研究
李   啸11:15-11:30

时间 单位

南京拓展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I2-13
邀请报告：大科学装置中恒温超净实验室的

建设要点和常见问题

焦宏飞

张昊春

报告题目 主持人

赵明岳

报告人

14:00-14:20

哈尔滨工业大学I2-14
邀请报告：大口径高功率激光元件表面微缺

陷快速检测与精密修复技术
陈明君14:20-14:40

温州大学O2-16 超强超短激光系统中高阈值色散镜的研究陈瑞溢15:00-15:15

同济大学I2-19 邀请报告：强激光合束薄膜器件及合束系统焦宏飞16:05-16:2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2-17

高功率激光装置中基于DKDP晶体的高效谐

波转换及损伤抑制技术
柴向旭15:15-15:30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O2-18 DKDP晶体的亚纳秒激光预处理机制研究连亚飞15:30-15:45

茶歇15:45-16:05

复旦大学I2-15 邀请报告：半导体材料热输运特性及其调控张   浩14:40-15:00

温州大学I2-20
邀请报告：高重频激光冲击对光学薄膜元件

抗水吸收性能的影响研究
刘文文16:25-16:4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2-21 离轴长焦深反射镜的优化设计与仿真验证范全平16:45-17:00

同济大学O2-22 离子束溅射TiO2/Ta2O5复合薄膜的光学特性汲小川17:00-17:15

清华大学O2-23
超短超强激光装置主动式剂量测量仪研制与

实验研究
刘一宁17:15-17:30

哈尔滨工业大学O2-24 激光辐照飞行器舵翼结构多物理场耦合研究孙文博17:30-17:45

成都贝瑞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O2-25 超光滑抛光技术与应用研究探索张旭川17:45-18:00

时间

分会场二：强激光物理与技术2

深圳技术大学O2-12 铌酸锂光波导结构对激光的微观调控马钰洁11:30-11:45

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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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4月22日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107号教室）

单位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序号

I3-01
邀请报告：六孔球腔能量学和辐射场特性

研究进展

张   喆

霍文义

报告题目 主持人

霍文义

报告人

8:00-8:2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I3-02 邀请报告：体点火双壳层靶实验研究进展郭   亮8:20-8:4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O3-04 动理学区域受激拉曼侧散产生超热电子的

粒子模拟研究

王   清9:00-9:1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I3-08 邀请报告：双锥对撞激光聚变研究进展张   喆10:20-10:4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O3-05 氢等离子体中的温度弛豫研究何   斌9:15-9:30

国防科技大学O3-06
随机相位低相干光抑制受激拉曼散射的动理

学模拟研究
易思岳9:30-9:4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3-07 基于高能X射线的内爆靶球动态照相实验研究田   超9:45-10:00

茶歇10:00-10:20

午餐12:00-14:0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I3-03

邀请报告：LAP3D程序在集束激光受激布里

渊散射的应用
刘占军8:40-9:00

深圳大学I3-09
邀请报告：应用于激光聚变的超快X射线

分幅技术研究进展
蔡厚智10:40-11: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3-10 高温等离子体温度演化过程精密诊断实验研究张玉雪11:00-11:1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3-11 ICF实验数据库建设和应用探索孙传奎11:15-11:30

上海交通大学O3-12 对撞等离子体的快电子加热研究李璟隆11:30-11:4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O3-13 X光谱诊断高密度等离子体的快速加热戴   羽11:45-12:00

时间 单位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序号

I3-14
邀请报告：高低Z元素非均匀混合物的辐射

输运研究

杨晓虎

李晓锋

报告题目 主持人

高聪章

报告人

14:00-14:20

上海交通大学I3-15
邀请报告：Vlasov-Fokker-Planck 程序开

发及其应用
赵瀚之14:20-14:40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
O3-16

强激光驱动冲击波形成及演化的混合流体-

PIC模拟研究
许育培14:40-14:55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I3-19

邀请报告：基于行波选通的可见光皮秒门

控像增强器关键技术研究
杨   阳15:45-16:0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O3-17 双锥对撞点火实验中的快电子输运研究董玉峰14:55-15:1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3-18 惯性约束聚变黑腔壁材料辐射反照率精密研究张志宇15:10-15:25

茶歇15:25-15:45

国防科技大学I3-20 邀请报告：激光聚变靶设计与磁场效应研究杨晓虎16:05-16:25

中国（绵阳）科技城先进技术
研究院

北方工业大学
I3-21 邀请报告：超快门控成像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田   青16:25-16:45

O3-2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新型黑腔初期驱动不对称性研究蒋   炜16:45-17:0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O3-23 磁场对烧蚀瑞利-泰勒不稳定性增长影响研究谷昊琛17:00-17:1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3-24

间接驱动惯性约束聚变靶丸处时间分辨驱动辐

射流测量研究
谢旭飞17:15-17:30

时间

分会场三：惯性约束聚变物理与技术

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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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4月22日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106号教室）

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

序号

I4-01
邀请报告：强场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

若干前沿物理研究进展

余同普

王文鹏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刘建胜

报告人

8:00-8:20

北京师范大学I4-02 邀请报告：强激光驱动湍流磁重联平永利8:20-8:40

重庆工商大学O4-04 皮秒激光驱动的X光源空间分辨特性研究罗笔瀚9:00-9:15

上海交通大学I4-08
邀请报告：固体靶表面的相对论性高次谐波

产生
刘   峰10:20-10:40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O4-05 紧聚焦激光驱动的高品质电子束产生王   佳9:15-9:30

大连理工大学O4-06 相对论电子束激发的等离子体微观不稳定性胡章虎9:30-9:45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O4-07
相对论飞秒激光与T型靶相互作用增强和准直

THz辐射研究
吕   冲9:45-10:00

茶歇10:00-10:20

午餐12:05-14:00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I4-03

邀请报告：超强拉盖尔高斯激光驱动粒子准

直加速
王文鹏8:40-9:00

深圳技术大学I4-09
邀请报告：高能量密度物理中的分支流现象

研究
蒋   轲10:40-11:00

上海交通大学I4-10
邀请报告：强场QED物理以及高亮度伽马辐射

研究进展
朱兴龙11:00-11:20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O4-11
强激光定标模拟超新星遗迹中的湍流磁场放

大效应
孙   伟11:20-11:35

重庆工商大学O4-12 强激光加载下金属材料微喷诊断实验研究进展王洪建11:35-11:5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4-13 脉冲伽马射线能谱在线测量方法研究温家星11:50-12:05

时间 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序号

I4-14 邀请报告：超强激光场中的涡旋散射过程研究

赵   阳

吉亮亮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吉亮亮

报告人

14:00-14:20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I4-15
邀请报告：等离子尾波加速中纳米周期预聚束

电子束的产生
徐新路14:20-14:40

浙江大学O4-17 离子-韦伯不稳定性的离子电流屏蔽模型矫金龙15:00-15:1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I4-21

邀请报告：基于大型激光装置的稠密等离子体

辐射特性研究
赵   阳16:20-16:40

深圳技术大学O4-18 微焦X射线源尺寸无损检测方法研究俞   健15:15-15:30

同济大学O4-20 基于X光弯晶成像的薄膜面密度测量技术研究伊圣振15:45-16:00

湖南大学O4-19 强冲击作用下颗粒混合问题的数值模拟研究刘   浩15:30-15:45

茶歇16:00-16:2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I4-16
邀请报告：基于超强激光固体靶相互作用的高

密极化正电子源
宋怀航14:40-15: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
I4-22

邀请报告：基于静动-加载技术的氢材料宽域

状态方程实验研究
舒   桦16:40-17:0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O4-23 脉冲强磁场引导快电子输运研究张翌航17:00-17:1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4-24 强激光加载下材料损伤破坏研究辛建婷17:15-17:30

大连理工大学O4-25
激光产生质子束在稠密等离子体中的输运和

能量沉积
徐汪文17:30-17:4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O4-26 芯片集成激光加速器的拓扑优化何阳帆17:45-18:00

时间

分会场四：强场物理与技术

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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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4月22日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122号教室）

单位

清华大学电机系

序号

I5-01
邀请报告：Z箍缩负载电流拖尾及相关真空沿

面闪络、剩余能量耗散研究

袁建强

邹晓兵

报告题目 主持人

邹晓兵

报告人

8:00-8:20

西北核技术研究院I5-02 邀请报告：脉冲X射线源技术研究进展及展望魏  浩8:20-8:40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O5-04 基于感应叠加的电感储能脉冲源冯  昱8:55-9:1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
I5-07 邀请报告：光触发多门极半导体开关及应用袁建强10:00-10:20

南京宁普防雷技术有限公司O5-05
高空核电磁脉冲PCI试验5kA注入

源的研制
邓道阳9:10-9: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O5-06 束流轨道快校正磁铁电源研究进展邵琢瑕9:25-9:40

茶歇9:40-10:00

午餐12:00-14:00

清华大学O5-03
水中金属丝电爆炸相变过程多尺度

模拟研究
刘志刚8:40-8:55

国防科技大学I5-08
邀请报告：重频微秒脉冲下晶闸管的电热动态

特性与应用研究
高景明10:20-10:4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O5-09

基于快速离化波机制的快速半导体

开关研究
王淦平10:40-10:55

国防科技大学O5-10
触发区域宽度对砷化镓光导开关输

出特性影响研究
陈  红10:55-11:10

国防科技大学O5-11
一种高阻层叠Blumlein线固态脉冲

发生器研究
杨  双11:10-11:25

国防科技大学O5-12 一种改进型螺旋发生器研究孙晶晶11:25-11:40

时间

分会场五：脉冲功率技术与高功率微波技术

会议议程

单位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

研究所

序号

I5-13
邀请报告：射频腔建场中的二次电子倍增效应

及其抑制方法研究

秦  风

董  烨

报告题目 主持人

董  烨

报告人

14:00-14:2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

电子学研究所
I5-14

邀请报告：离子注入对固体绝缘材料表面电荷

积聚消散特性影响研究进展
宋法伦14:20-14:40

茶歇15:30-15:50

西安交通大学I5-15

O5-16

邀请报告：特种电气装备真空沿面闪络与阈值

提升方法研究
宋佰鹏14:40-15:00

深圳市速联技术有限公司
超宽带射频微波链路强电磁脉冲毁伤

机理与防护技术浅探
肖显利15:00-15:15

I5-19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邀请报告：复杂电子系统高功率微波效应评估秦  风16:10-16:30

O5-20 上海交通大学
等离子体通道中产生的可调谐强场

太赫兹辐射
王淋正16:30-16:45

O5-21 国防科技大学
一种采用“T”形谐振腔的C波段相对

论磁控管
徐浩东16:45-17:00

I5-18 63660部队
邀请报告：对武器装备强电磁脉冲环境适应性

试验的认识和思考
熊正锋15:50-16:10

O5-17 国防科技大学
一种用于相对论渡越器件的超材料调

制腔结构
皮明瑶15:15-15:30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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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4月22日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121号教室）

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序号
I6-01 邀请报告：合肥先进光源（HALF）工程进展

李任恺

冯光耀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冯光耀

报告人
8:00-8:20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6-02 邀请报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加速器物理设计焦   毅8:20-8:40

清华大学O6-04 基于连续激光载波的高精度同步低电平系统贾燕庆9:00-9:15

清华大学I6-07 邀请报告：甚高频光阴极微波电子枪研制杜应超10:05-10: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O6-05
针对相对论电子的单边激励逆Cherenkov激光

介质加速器理论研究
张立文9:15-9:3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O6-06
基于双边棱镜结构的电子束高梯度加速、聚焦

和级联加速
孙   立9:30-9:45

茶歇9:45-10:05

午餐12:00-14:00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6-03
邀请报告：高频调制抑制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

集体不稳定性的研究
许海生8:40-9:00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I6-08 邀请报告：直流-射频超导光阴极电子枪研究黄森林10:25-10:45

深圳综合粒子设施研究院I6-09
邀请报告：基于平行馈入方法的极化方向可

调偏转腔研究
邵佳航10:45-11:05

东华理工大学O6-10 纳米光子学结构光电阴极电子源彭新村11:05-11:20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O6-11 深度高斯过程辅助的微波电子枪优化设计研究孙   正11:20-11:3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O6-12 超快X射线和超快电子衍射实验站简介鲁   欣11:35-11:50

时间 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序号
I6-13 邀请报告：HIAF电子冷却装置研制进展

黄森林

冒立军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冒立军

报告人
14:00-14:2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I6-14
邀请报告：IMP 50MeV 电子直线加速器进展

及应用现状
赵全堂14:20-14:4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O6-16 12.5Lp/mm空间分辨率高能工业CT李   敬15:00-15:15

中山大学I6-19
邀请报告：超高强流加速器关键技术进展及

研究
卢   亮16:05-16:25

深圳技术大学O6-17 微焦X射线管的CST仿真程子若15:15-15:30

深圳技术大学O6-18 用于高品质低剂量医学影像系统的单色X光管李迪开15:30-15:45

茶歇15:45-16:0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I6-15

邀请报告：激光驱动的超短脉冲中子源研究

进展
齐   伟14:40-15:0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I6-20
邀请报告：等离子体集体效应对近玻尔速度能

区质子的能损调控研究
程   锐16:25-16:45

西北核技术研究院O6-21 7MeV负氢剥离试验研究及总结闫逸花16:45-17:00

华北电力大学O6-22 剥离200 keV负氢离子制备中性束的模拟研究石俊杰17:15-17:30

国防科技大学O6-23 辐射阻尼效应下的准单能离子束产生研究魏玉清17:30-17:45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O6-24 重离子微孔膜辐照束流线电扫描器设计杨新宇17:45-18:00

时间

分会场六：粒子束及加速器技术

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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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4月22日 (深圳技术大学C5教学楼120号教室）

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序号

I7-01
邀请报告：国内外防辐射、耐辐射光学玻璃

研究与抗核加固应用

马烈华

王鹏飞

报告题目 主持人

王鹏飞

报告人

8:00-8:20

国防科技大学I7-02
邀请报告：相对论飞秒激光驱动短脉冲中子

源研究
邹德滨8:20-8:40

深圳技术大学O7-04 微米分辨毛细管阵列聚变中子探测器研究进展张春晖9:00-9:1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
I7-07

邀请报告：脉冲中子闪烁探测器的工程可靠性

设计与提升
马烈华10:05-10:25

东华理工大学O7-05
全无机钙钛矿CsPbBr3单晶中子探测器的制备

与性能研究
张明智9:15-9:30

深圳技术大学O7-06 基于核共振荧光的核素定位成像方法研究钟   健9:30-9:45

茶歇9:45-10:05

午餐12:00-14: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I7-03

邀请报告：微管壳式换热器在能量转换循环

中的应用研究
高   娇8:40-9: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I7-08

邀请报告：板状燃料熔化与熔融物迁移扩展的

二维模拟分析
丁文杰10:25-10:45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
O7-09

邀请报告：中国散裂中子源加速器束流引出调

试和束损优化
黄明阳10:45-11:00

华北电力大学O7-10 船舶材料伽马辐射的屏蔽特性研究柴辰睿11:00-11:15

深圳技术大学O7-11 基于核共振荧光的核素定位成像方法研究李天权11:15-11:30

时间

分会场七：核科学与工程

中科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I7-12 邀请报告：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及产业化进展

邹德滨

童剑飞14:00-14:2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
I7-13

邀请报告：瞬发伽马活化分析装置的宽能区

效率刻度研究
马玉华14:20-14:40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
I7-14

O7-15

邀请报告：全堆芯pin-by-pin中子-光子耦合

输运计算方法研究
夏   凡14:40-15:00

华北电力大学 SOI器件的重离子辐照效应仿真李   科15:00-15:15

O7-16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取消次级中子源对压水堆氚源项影响分析王   奇15:15-15:30

O7-17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加速器中子源的加速器设计马   伟15:15-15:30

O7-18 清华大学 四翼型RFQ与IH型DTL耦合加速结构的设计研究拓明泽15:30-15:45

会议议程

张贴报告目录

强激光物理与技术

报告题目
6kW级高光束质量振荡-放大一体化光纤激光器

序号
P1-01 国防科技大学

单位
曾令筏

基于飞秒激光逐线法的倾斜光纤光栅刻写技术研究P1-0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房一涛

基于片上锁波高亮度半导体芯片的光栅光谱合束实验研究P1-04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傅   芸

中红外激光辐照下InSb材料的损伤特性研究P1-06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刘   倡

集成超表面模式转换的全光纤柱矢量MOPA激光器P1-07 山东大学刘世鑫

基于扇形PPLT的高效率宽线宽光参量振荡器研制P1-08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刘政邑

增益开关1018nm脉冲光纤激光器输出特性研究P1-1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施鑫磊

窄脊型波导半导体激光器模式泄露研究P1-1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宋   梁

准静态PIC程序QuickPIC中的激光模块P1-13 北京师范大学孙广泽

MOPA半导体激光器的偏振提升技术研究P1-14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王浩淼

紧凑型重频大能量纳秒脉冲激光器P1-1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王君涛

高亮度蓝光光纤耦合输出模块设计及实验研究P1-16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吴华玲

低温超荧光光源光谱特性研究P1-17 国防科技大学吴金明

激光真空传输通道及光学舱应力补偿技术研究P1-18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鲜玉强

高峰值功率掺Er平面波导放大中红外激光技术研究P1-19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许夏飞

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S2E模拟平台开发P1-2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闫陇刚

飞秒激光改性对电子束蒸发SiO2薄膜性能的影响P1-2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袁凯欣

HUST-UED飞秒激光传输光路设计P1-23 华中科技大学张海铭

基于锥形光纤实现2kW窄线宽单模激光输出P1-21 国防科技大学叶   云

两束垂直偏振激光在等离子体通道中的传播特性P1-11 上海交通大学宋桓宇

紧凑型THz-FEL装置注入器的从始至终的仿真P1-09 华中科技大学罗瑞英

基于共用泵浦的5.5 kW高效高亮度光纤激光器P1-05 国防科技大学李凤昌

应用于单纵模光纤激光器的复合环腔滤波器的理论仿真P1-0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程   丹

姓名

激光在正负电子等离子体中传播的不稳定性分析P1-24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周素云

石英玻璃微结构的双光子聚合成型P1-25 成都精密光学工程研究中心朱德星

基于光学力捕获和操控聚苯乙烯微粒P1-26 四川大学张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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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议程

报告题目
针对低温高马赫数碰撞等离子体的Vlasov-Fokker-

Planck-Landau程序

序号

P3-01 上海交通大学

单位

赵瀚之

双锥对撞点火方案中的转滞态动力学过程P3-0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方   可

不稳定性引起的托卡马克高能粒子相空间再分布简化模型P3-04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郝保龙

受激拉曼散射激发的等离子体波辐射P3-06 上海交通大学蒋旭艳

稠密气体靶中激光加速质子数值模拟研究P3-07 湖北大学丁   力

电子束聚焦效应的实验与粒子模拟研究P3-08 大连理工大学蓝婕婕

Z箍缩等离子体动力学过程的一维静电直接隐式粒子

模拟研究
P3-1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李开轩

Kinetic model and Vlasov simulations verification of 

two-ion decay instability
P3-12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刘德基

宽带激光驱动下的BSRS非线性演化过程探讨P3-13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刘庆康

ICF内爆壳层内部缺陷与烧蚀面相互作用研究P3-14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刘云星

宽带激光驱动LPI的前向散射及光束弥散特性研究P3-1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龙欣宇

实验室模拟太阳风在水星磁层顶形成弓激波现象P3-17 北京师范大学马作霖

双锥对撞点火实验的中子诊断研究P3-18 上海交通大学苏   虓

激光聚变内爆 D3He 质子源的在线诊断系统P3-19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滕   建

激光冲击实验中的预静压制靶技术P3-2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涂昱淳

一种新型的基于模式分解的三维并行PIC程序VSHPICP3-21 北京师范大学王荐钊

高时间分辨的角箍缩等离子体多参数测量P3-22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王   昭

强激光加载下含能材料HNS微结构演化研究P3-23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席   涛

激光阴影诊断中的相衬效应P3-24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徐   强

线圈靶驱动低β磁重联中电子加速的模拟研究P3-26 北京师范大学于家成

冲击波加载下同位素分离的经典分子动力学模拟P3-27 北京大学张新宇

激光驱动磁重联中重联率的实验研究P3-25 北京师范大学姚嘉文

烧蚀RT不稳定性的非线性演化模型P3-16 中国矿业大学邸泽汉

样品处时变辐射源精密反演技术P3-11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李丽灵

黑腔中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X光双能带时间分辨观测P3-09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黎   航

Z箍缩驱动的动态黑腔形成和辐射场调制模拟研究P3-05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黄炜昊

基于区域粒子信息的PIC仿真粒子融合算法P3-02 国防科技大学董   乾

姓名

MPI光学偏振测量仪P3-28 北京师范大学张雅芃

激光驱动水中等离子体的演化过程研究P3-29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赵   多

激光等离子体的温度测量P3-3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雷   瑜

报告题目
基于混合概率图的无人机电磁功能安全风险评估

序号
P5-01 信息工程大学

单位
贺   凯

非线性传输线在DSRD脉冲电源中的应用P5-03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史晓蕾

光散射法探测GIL内微纳粉尘有无的仿真研究P5-05 华北电力大学魏   来

基于投影融合的多层球壳双能CT算法研究P5-07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夏惊涛

基于碳纳米管冷阴极电子枪1THz返波管仿真研究P5-06 电子科技大学吴   娇

凸面不规则金属腔体强电磁脉冲屏蔽效能P5-04 信息工程大学王   东

高功率宽脉宽固态脉冲调制器研制P5-02 合肥质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李运海

姓名

报告题目
利用长脉冲径向偏振光产生孤立亚飞秒电子片

序号
P6-01 国防科技大学

单位
曹   越

等离子体加速中密度梯度对最优束流负载的影响P6-03 北京师范大学黄开国

南方光源增强器物理设计及高流强研究P6-04 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黄良生

一种小尺寸韧致辐射转换靶设计P6-06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荆晓兵

Aardvark辐射流体模拟能量在金中的沉积P6-07 北京大学廖棱锐

等离子体加速器中存在离子移动情况下的束团辐射P6-09 北京师范大学孟维宇

准静态近似PIC程序QuickPIC中粒子轨道积分器的算法改进P6-11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王海南

HUST-UEM磁透镜系统设计P6-13 华中科技大学袁   怡

环形磁场的自类似塌缩以及混合横等离激元引起电子喷流P6-15 南昌大学赵祖阳

等离子体尾波加速中的最优束流负载设计P6-16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晓宁

基于PSO的直流高压电源参数快速优化方法P6-05 湖北科技学院姜   灿

等离子体尾场加速中的三维betatron振荡模型P6-08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刘玉龙

准静态近似下PIC程序QPAD中的一种显式算法P6-10 北京师范大学唐   榕

强流窄脉冲中子发生器的靶面束截面绝对分布测量方法P6-1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王   韬

基于深度学习的钻孔辐射压离子加速建模P6-14 国防科技大学张普渡

气相扩散法制Nb3Sn超导腔镀膜装置设计P6-02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陈其欣

姓名

张贴报告目录

惯性约束聚变物理与技术&强场物理与技术

张贴报告目录

脉冲功率技术与高功率微波技术

粒子束及加速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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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议程

张贴报告目录

核科学与工程

报告题目
高能电子聚焦及其剂量分布特性

序号
P7-01 华中科技大学

单位
樊丹蕾

微波器件的高能电子损伤试验研究P7-03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李   鹏

小型电子感应加速器电子轨道偏移仿真研究P7-04 东华理工大学刘   琦

托卡马克装置HL-2M混合运行模式聚变中子产额初步

分析
P7-02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郝广周

姓名

报告题目
周驱动二能级的解析解

序号
P-SZTU01

P-SZTU02

P-SZTU03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单位
张加宸

啁啾布拉格光纤光栅及其超快激光应用林庆典

卤化钙钛矿材料的反应结晶肖   爽

测量设备无关量子会议密钥协商实验研究杨奎星

基于非线性调控的光场统计性与关联性研究张爽浩

Quantum synchronization of a single trapped-ion qubit揭建文

压力/应力诱导的结构相变、金属化及电荷转移特性申鹏飞

周期驱动系统中的可调量子干涉效应及全脉冲光开关韩婴婴

铝fcc-hcp结构相变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陈   实

351nm激光直接驱动准等熵压缩烧蚀压的标定陶沛东

Static High-Pressure Research at Shenzhen Technology University邹永涛

姓名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离子液体离子源研究进展黄成金 深圳技术大学

强激光驱动石英单晶辐射特性研究祝   航 深圳技术大学

微米分辨毛细管阵列快中子探测器研制进展张春晖 深圳技术大学

波前畸变对长焦深反射镜聚焦性能影响的研究叶海仙 深圳技术大学

X射线辐射条件下钙钛矿荧光纳米晶体薄膜结构衰变机理研究张文杰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核共振荧光的核素定位成像方法研究深圳技术大学钟   健

P-SZTU04

P-SZTU05

P-SZTU06

P-SZTU07

P-SZTU08

P-SZTU09

P-SZTU10

P-SZTU11

P-SZTU12

P-SZTU13

P-SZTU14

P-SZTU15

P-SZTU16

P-SZTU17

P-SZTU18

P-SZTU19

P-SZTU20

深圳技术大学 高阶贝塞尔束驱动逆康普顿散射X射线源的理论与模拟研究王晓娟

深圳技术大学 长工作距离菲涅尔波带片的拓扑优化代艳萌

深圳技术大学 用于高品质低剂量医学影像系统的单色X光管李迪开

报告题目序号
P-SZTU21

P-SZTU22

P-SZTU23

P-SZTU24

P-SZTU25

P-SZTU26

P-SZTU27

P-SZTU28

P-SZTU29

P-SZTU30

P-SZTU31

P-SZTU32

P-SZTU33

P-SZTU34

P-SZTU35

P-SZTU36

P-SZTU37

P-SZTU38

P-SZTU39

P-SZTU40

P-SZTU41

P-SZTU42

P-SZTU43

P-SZTU44

P-SZTU45

P-SZTU46

P-SZTU47

P-SZTU48

P-SZTU49

单位
深圳技术大学 单元件集成极紫外光谱仪邓嘉玲

深圳技术大学 磁化靶中高原子序数材料抑制磁场能斯特对流机理陈诗佳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熵稳定数值格式的太阳日冕模拟李彩霞

深圳技术大学 激光调制致稳烧蚀Rayleigh-Taylor不稳定性赵凯歌

深圳技术大学 磁性斯格明子与斯格明环之间的可控转换李晓光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团队介绍黄太武

深圳技术大学 超光速尾场的相干亚周期光激波辐射彭   浩

深圳技术大学 Extremely bright attosecond gamma-ray sources鞠立宝

深圳技术大学 固体表面高次谐波时空相位调制研究伍超能

深圳技术大学 超强线偏振激光产生千兆高斯纵向磁场的理论模拟研究杨宇晨

深圳技术大学 超热等离子体中离子声波的非线性频移及衰变不稳定性研究郭志坚

深圳技术大学 强激光结构靶相互作用产生 X 射线的优化研究李   玲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等离子体实现相对论强度X射线激光的理论模拟研究陈   鹏

深圳技术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激光等离子加速研究简介卢海洋

深圳技术大学 超强激光在近临界密度等离子体中的电子回流现象研究赵   媛

深圳技术大学 高阶色散调控的耗散孤子动力学特性研究张春香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全息散射成像技术廖美华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四维光场成像的光线标定技术研究陈海龙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闪烁屏和波移光纤的大面积位置灵敏中子探测器王小胡

深圳技术大学 多功能电阻型气敏传感器的功能拓展徐   芳

深圳技术大学 集成化微液滴透镜的应用研究张   维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条纹相机的瞬态高温测量系统李泽仁

深圳技术大学 柔性THz超材料中的FW-BIC效应研究孙   帅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异质结光电晶体管的高灵敏x射线探测器李   佳

深圳技术大学 聚焦平面垂直于光栅表面的单阶衍射透射光栅实验证明夏润翔

深圳技术大学 强激光通过狭缝实现聚焦增强的理论模拟研究徐   兰

深圳技术大学 圆偏振强激光与微柱靶相互作用产生高能准直质子束的模拟研究李   帅

P-SZTU50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有机小分子薄膜调控的量子点二极管探测器研究吴久凤

P-SZTU51 深圳技术大学 碱金属离子修饰短波红外量子点薄膜可靠性研究王   晓

深圳技术大学 新型难熔NbZrHfTiOxNy高熵合金的声速、弹性与力学性能研究李青泽

深圳技术大学
Charge induced reconstruction of glide partial dislocations and 

electronic properties in GaN
黄丽丽

姓名

深圳技术大学工程物理学院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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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小型医用回旋加速器产业化发展

报告内容简介：

小型医用回旋加速器是医用同位素的主要生产装备，其产业化发展对于实现我国医用同位素自主可

控、促进我国核医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梳理了小型医用回旋加速器临床应用需求和现状，提出小型

医用回旋加速器产业发展建议。

报告人简介：

石金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1989年6月迄今，一直在中物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从事加速器研制、闪光X射线照相等研究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两项、二等奖七项；公开发布论文100余篇。是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核学会脉冲功率技术及其应用分会理事长，中国辐射防护学会加速器辐射防护分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

会医疗装备协会委员，四川省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报告人：石金水

工作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特邀报告特邀报告

报告题目：强激光驱动能型粒子源与辐射源研究

报告内容简介：

高温高压高密度极端物理是支撑国家安全重大应用研究的基础学科，也是国际重大前沿研究领域中

的交叉学科。在国家重大应用研究的需求牵引下，我国已先后建成了神光系列激光装置（神光Ⅱ/神光II升

级、神光Ⅲ原型/神光Ⅲ），形成了从千焦耳、万焦耳到十万焦耳级层次分明的实验研究平台。神光系列激

光装置的建成，使得我国高温高压高密度极端物理研究步入新的更高层次。本报告主要介绍国家科技部 

“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中的“强激光驱动新型粒子源和辐射源研究”在项目执行期间及后续的

相关研究成果。

报告人简介：

深圳技术大学工程物理学院院长，先进材料测试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 “

国家级领军人才”。主要从事高能量密度物理和激光核聚变物理与模拟研究。1995年至2005年任新加坡

国防科学研究院的永久职位高级研究科学家，2005年至2018年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

员，2018年加入深圳技术大学后，组建工程物理学院和深圳市重点实验室，领导建设超快强激光综合实

验平台。曾任国家某重大科技专项物理技术组成员和新型点火分项副组长、国家高技术863高功率激光

技术专题专家组成员。负责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项目；主持完成数

十项重要国防科研任务，撰写大量科研技术报告，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

面上项目多项。

报告人：周沧涛

工作单位：深圳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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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报告题目：高能激光-摧毁无人机的利器

报告内容简介：

报告介绍了小型无人机在现代保卫工作和防空作战中产生的威胁态势，提出高能激光系统在解

决反无痛点中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反无需求已经成为高能激光系统重要的应用场景，详细介绍了低

空卫士系列激光反无系统、LASS系列反无军贸激光系统的发展与应用情况，根据实战应用需求，从

应用技术、核心单元技术和体系性对抗层面分析了反无激光技术的特点，提出了反无激光技术的后

续发展趋势。

报告人简介：

杨锐，研究员，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国防科工局“军贸先进个人”，中国久远高新技术装备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军科委某国防科技专业专家组专家、国防工业科技委某领域专业组成员，长期从事高

能激光系统总体论证与设计工作，先后承担三十余项预先研究及产品研发项目，作为主要负责人，所

承担的低空卫士I型系统入选2014年度“国防科技十大新闻”，成功开拓国际高能激光系统军贸市场，

获得全世界首个高能激光系统军贸项目。

报告人：杨锐

工作单位：中国久远高新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报告题目：电子直线加速器前沿应用

报告内容简介：

        中物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从上世纪60年代持续发展加速器技术，曾建成亚洲最大的强流电子加速

器装置“闪光-I”、我国首台自由电子激光验证装置EPA-74、我国首台超导加速器驱动的自由电子激光

CTFEL等装置，在国内最早发展了加速器用半导体光阴极、面阵型工业CT、超导加速器自由电子激光等

技术，建有国家X射线数字化成像仪器中心。本报告将介绍近年来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加速器技术的前沿

应用，主要包括:红外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自由电子激光驱动极紫外光刻、白光中子源、高能X射线

FLASH放射治疗、高能微焦点工业CT装备；报告将主要侧重于FLASH放射治疗与高能微焦点工业CT装备

等内容。FLASH放射治疗技术有望将一个月的放疗缩短到不到一秒，并大幅降低正常组织副作用，是目前

全球放射治疗最热门的研究方向，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团队首次验证了基于MV级X射线的FLASH效应，并

建设了多个实验平台、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高能超高分辨CT系统解决了穿透高密度、大尺寸工件时分

辨率较差的“卡脖子”问题，团队首次验证了基于光阴极注入器的高能超高分辨率技术路线，并以此建成

了首台优于10 lp/mm分辨率高能微焦点CT样机“精卫”，打破了高能CT空间分辨率世界纪录，同时大大

提高了检测效率。

报告人简介：

         吴岱，博士，研究员，《强激光与粒子束》编委、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加速器中心常

务副主任、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家卫健委“核医学转化”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国家X射线数字化成像仪

器中心常务副主任、绵阳市闪光放射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获“2018年国防科技工业十大创新

人物（团队）”、“中物院十大青年锐杰”等称号。

      

报告人：吴 岱

工作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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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LD泵浦新型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报告内容简介：

与级联泵浦光纤激光器相比，LD泵浦光纤激光器具有高效率、小体积、成本低廉的优点，在工业各

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受到非线性效应（主要是受激拉曼散射，SRS）和模式不稳定效应（TMI）的限

制，一直以来，LD泵浦光纤激光器输出功率较低。尽管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抑制SRS或TMI技术，但大

多数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矛盾。重点介绍各种能够平衡SRS和TMI抑制的技术。首先，开发了光纤激

光仿真软件SeeFiberLaser，对各种物理效应进行仿真以辅助激光器设计，给出了兼顾SRS和TMI优化

的理论和仿真结果。然后，介绍通过综合抑制各种非线性效应实现4-20kW的LD泵浦高功率连续窄线

宽、宽谱光纤激光器和准连续光纤激光器。最后，报道工业低成本的新型双端输出光纤激光器和高可靠

性的新型振荡放大器一体化光纤激光器，介绍基于双色镜合成的10-15kW近单模光纤激光器。

报告人简介：

王小林，男，1985年生，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高能激光技

术研究所激光技术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大功率光纤激光及应用研究。近年来，提出并主持研发国内第

一套光纤激光仿真软件SeeFiberLaser；带领课题组在国内率先研发出1.5-6kW全光纤激光振荡器；提

出基于纤芯直径渐变增益光纤（马鞍形光纤、纺锤形光纤）的新型光纤激光器，并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

1-6kW的高功率输出，研发了10-20kW的LD泵浦全光纤激光器。主持省部级项目10余项，合作出版专

著2部，以第一或通信作者发表SCI论文100余篇，获得授权专利20余项、软件著作权10余项，获湖南省

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报告人：王小林

工作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激光驱动的新型短脉冲中子源研究进展

报告内容简介：

相较于带电粒子或X射线，不带电荷的中子具有独特的穿透和探测能力，基于中子的散射与衍射

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材料科学、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强激光驱动的新型中子源具有尺寸小、脉宽

短、峰值通量高和时空分辨高等特性，在快中子成像、辐照医疗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前景。在激光驱

动中子源的各种构型中，束靶构型（Pitcher-Catcher）能够通过选择不同的激光离子加速机制和不

同的核反应过程来控制中子产物的能量、脉宽和方向等特性，是目前最为广泛研究和关注的构型。本

报告将介绍北京大学在激光驱动短脉冲中子源的最新理论与实验研进展，并探讨激光驱动中子源在

各类应用中的独特优势。

报告人简介：

乔宾，北京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核学会计算物理分会理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惯约实施管理中心应

用基础技术组靶物理子项牵头专家、国家“2035年前ICF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Frontiers in Phys-

ics》杂志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部副主编，《强激光与粒子束》杂志编委。主要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和高

能量密度物理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在惯性约束聚变能源、实验室天体物理、强激光驱动的新型粒子源

和辐射源等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在NATURE PHYSICS和PHYS. REV. LETT.

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SCI论文100余篇，受邀多次在美国物理年会、欧洲物理年会等国际会议上做

特邀报告。

报告人：乔  宾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

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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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报告题目：激光聚变热斑特性研究进展与挑战

报告内容简介：

激光间接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将激光能量转化为黑腔辐射能量，驱动装载聚变燃料的靶丸内爆

并形成中心热斑，利用高密度燃料有效约束α粒子，实现自持燃烧。根据劳森判据，热斑等离子体需要达

到极高温度（>5千万度）、极高密度（数十倍固体密度）和极高压力（千亿大气压）的极端状态。在创造这

种极端状态过程中，热斑对称性和混合等挑战性问题成为当前限制聚变性能提升的关键因素。高品质

热斑的形成与约束是一种精巧物理设计与精密实验工程能力的体现，需要包括核产物测量、X射线成像

与测谱以及光学测量等多方位的热斑特性诊断体系，实现对瞬态微尺度热斑的形貌、状态参数分布以

及时间演化过程等综合诊断分析。面向聚变燃烧等离子体研究，热斑诊断将面临进一步提升时间、空间

和能谱分辨等方面的技术与仪器挑战。

报告人简介：

赵宗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物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中国物理学会高能量密度专业委

员会委员、秘书长，《强激光与粒子束》执行主编。主办多个大型国际国内会议，发表文章50余篇，先后主

持多个国家项目并取得重要创新成果。获国家863计划某主题十一五优秀攻关集体，获军队科技进步

二等奖、三等奖、中物院科技创新奖二等奖各一次。

报告人：赵宗清

工作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报告题目：加速器中子源科学装置及其应用展

报告内容简介：
科学装置，尤其是“大科学装置”是开展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近年来，为

应对前沿研究与技术创新，迫切需求加大我国各类科学装置的建设。作为中国核工业第一所高等学府，

东华理工大学为推动核学科发展和强化核技术应用，已立项建设电子加速器驱动的白光中子源，称其

为东华加速器中子源（East China Accelerator & Neutron Source，简称ECANS）。ECANS通过电子枪

注入电子束到加速管中，经第一级加速，使电子能量达到10MeV，该束流即可偏转引出用于辐照等应

用，也可再经第二、第三级加速，得到能量35MeV、流强2mA、功率70kW的中高能电子束，可打靶产生

中子、X和γ射线，其中中子产额高达5×1013n/s、最短脉冲宽度为10ns，形成能量覆盖从热中子到快中

子的白光中子源。

ECANS在国内同类用途的电子加速器中具有能量和功率的综合性能最高优势，与国内现有中子源

形成优势互补。依托该科学装置，规划有电子源、中子源等七大实验平台以及南昌核技术产业园，并重

点聚焦核数据测量、核辐射探测器及射线源产品开发、无损检测与辐射成像设备研制、先进辐照加工、

智慧核医疗及医用同位素生产等研究与应用方向，为我国核能开发、核技术应用等相关领域提供一个

性能先进、功能强大，服务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的科学研究及产业化平台。

报告人简介：

汤彬，教授，博导，东华理工大学副校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中核总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江西省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工程第一、二层次人才，中核总和江西省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是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及省部级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先后担任国内及省

内10余个学术组织副理事长、常务理事或理事。

他是铀矿与环境领域核辐射探测专家，为我国确保国防和核电的铀资源可靠供给，长期聚焦“原

位探测、现场定量”的核技术发展，研发出面向铀矿和环境的核辐射探测关键技术、仪器装备及应用

成果。其中以钻孔核测井“寻找铀矿层、圈定矿边界、确定铀含量、提交矿储量”的分层解释成果，使铀

矿成为“无需岩芯取样分析就能铀矿定量、并由核测井解释结果提交矿产储量”的我国唯一矿种，为

我国钻孔快速探铀的核勘查体系创立、铀资源增储、大型/超大型铀矿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核技术

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第1)、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科学技术奖9项、教学成果奖6项；授权专利50余项(发明30余项)；出版《γ测井分层解释法》《核辐射测

量原理(第二版)》等著作、国防特色教材和行业标准8部，发表论文300余篇。

报告人：汤  彬

工作单位：东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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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高功率激光切割与焊接装备与应用

报告内容简介：

本报告介绍了由奔腾激光研究院研发制造的，获得国际首台套产品称号---30kW激光切割系统的

重大技术突破，以及最新的激光切割工艺。同时介绍了高功率激光焊接，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技术的最新

研究成果和产品。突出了高功率激光切割和焊接技术在金属中厚板加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工程机

械、大型钢结构件、造船与海工装备等行业的应用。

报告人简介：

吴让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津贴专家。奔腾激光集团总裁兼企业研究院院长，中国光学学

会激光加工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功率激光器应用委员会

副主任，浙江省激光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从事激光加工技术研究制造与应用30多年，主要研

究领域为高功率激光切割焊接设备控制技术，加工工艺和工业应用整体解决方案。

报告人：吴让大

工作单位：奔腾激光（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特邀报告

报告题目：惯性约束聚变中的应用基础问题

报告内容简介：

2022年12月5日，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聚变放能达3.1MJ、激光能量增益约1.5，从工程上实现

了聚变点火。激光聚变研究跨出了突破性的一步，证明了激光惯性约束聚变方案的科学可行性。然而，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向国防安全和聚变能源，激光聚变必须迈向可重复、可预测和高增益之路。这依然是

一条困难重重之路，需要从科学上细致研究其中的应用基础问题。流体力学不稳定性是激光聚变研究

中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在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它们会导致界面处的离子混合。从NIF实验和

神光装置实验来看，内爆压缩过程中非聚变材料与聚变材料的混合是导致内爆性能退化的最主要因素

，它会严重影响聚变点火的条件和裕量、聚变燃烧的速率和深度。因此，等离子体状态下的流体力学界

面不稳定性演化和离子混合，是当前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应用基础问题。目前，受制于数值

模拟手段的局限性，对此问题的研究还非常缺乏。在本报告中，将介绍近年来本团队围绕流体力学界面

不稳定性和离子混合研究开展的混合流体PIC物理建模，及其在神光装置实验中的一些应用：（1）混合

流体-粒子模拟物理建模及其程序研发，（2）混合流体-PIC物理建模在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冲击波和界

面不稳定性等问题中的应用；（3）混合流体-PIC物理建模在神光装置内爆实验中的应用。

报告人简介：

蔡洪波，研究员，博导。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二室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团队负责人，北

京大学应用物理与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激光聚变和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包括激光与

等离子体相互作用，ICF黒腔中的动理学效应，流体力学界面不稳定性等，在Nature Physic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Nuclear Fusion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先后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担任国防基础科研核科学挑战计划“高能量密度科学”领域方向负

责人。入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双百人才工程”，获国防科技工业突出贡献奖（2020年）、于敏数理科

学奖（2020年）、主体任务科研特等奖（2019年）、“中国光学十大进展”（2020年，排名2）等奖励。兼任某

重大科技专项物理实验技术专家组成员、军科委国防科技创新特区前沿探索专家组助理、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星光III和数拍瓦激光装置用户委员会委员、《Matter and Radiation at Extremes》编委、《强

激光与粒子束》编委、《计算物理》编委、《物理学报》等四刊青年编委。

报告人：蔡洪波

工作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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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高能激光多域测试与评估技术

报告内容简介：

激光具有光速传播、单色性、相干性、定向性、高亮度等诸多优点，高能激光系统具有以快制快、以

少胜多、深度弹仓、高效费比等优点，是未来非对称制衡的重要手段。准确测量高能激光系统出口和

不同远场靶目标处光斑参数，对于评价系统的能力十分重要，是高能激光装备走向应用的关键环节。

本文介绍了项目组在高能激光综合性能测量方面的技术进展，项目组解决了中红外激光功率密度宽

温度范围、高精度、高动态范围测量，光电/量热复合测量，脉冲激光大面积光斑测量，大视场变角度

入射强激光防护和光斑探测，散热法兆瓦级激光能量测量，PIB光束质量快速测量与评价，跨量程激

光功率密度精确衰减，兆瓦级激光能量溯源与传递，阵列探测法光斑评价等关键技术，研制了覆盖可

见光、近红外、中红外以及连续和脉冲不同体制高能激光系统出口、水平远场和斜程靶目标处多域功

率、能量、光束质量、功率密度时空分布测量的测量装备体系，并在多次外场试验和第三方测试评估

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报告人简介：

杨鹏翎，出生于1979年7月，甘肃会宁人，西北核技术研究院研究员，200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

程物理系，2012年获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核技术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强激光测试与评估技术研究。军

委科技委基础加强项目首席科学家，军委科技委某方向专家组成员，负责完成了多项国家863计划

及省部级重点研究课题，负责完成了多项国家重大试验任务。2010年入选总部“1153人才工程”第

二层次培养对象和总部“双百计划”青年科技英才培养对象，2019年入选部委级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对象，获总部一类人才岗位津贴。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发表学术

论文100余篇，获发明专利授权50余项。

报告人：杨鹏翎

工作单位：西北核技术研究院

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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