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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优先布局
据光明日报报道，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没“十三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 “十三五”

时期，我国将优先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据了解，这10个项目具体包括：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子午工程二期)、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极深地下极低辐射

本底前沿物理实验设施、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硬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

《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设施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总体技术水

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运行和使用效率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设施的技术指标居国际领先地位；薄弱领域设施建

设明显加强，优势方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支撑前沿科技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的能力显著增强。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2016年9月，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 m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空间和天文科学等我国设施建设的传统优势领域得到巩固和发展，工程

技术、地球系统与环境科学等薄弱领域明显加强，为更多学科向世界先进行列迈进创造了条件。

揭秘“大连光源”：人类探测微观世界的利器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月15日，我国最新一代光源“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即“大连光源”，发出了世界最

强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单个皮秒激光脉冲产生140万亿个光子，成为世界上最亮且波长完全可调的极紫外自由

电子激光光源。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评价这一成果时说，这是该院乃至我国又一项具有极高显示度的重大科技成果。 “大连光

源”中90％的仪器设备由我国自主研发，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装置由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开创了我国科学研

究专家与大科学装置研制专家成功合作的先例。

从上世纪40年代，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展了第一代高能电子束同步加速器后，高亮度的同步辐射光源，

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实验工具之一。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几十台第三代光源，我国也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合肥光源、广东散裂中子源、兰州重离子装嚣、上海光源等。其中合肥光源和上海光源属于第三代光源。

如今建成的“大连光源”，则是第四代，也是最新一代的光源，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

长赵振堂研究员说，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运行在极紫外波段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是世界上最亮的极紫外光源。

赵振堂给出一组对比：比起一般家用的白炽灯，太阳的亮度是其1万倍；比起太阳，第三代光源则要亮100亿倍；

那么，比起第三代光源，第四代光源还要再亮100亿倍。这里的亮度，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也称为峰值亮度，定义是单

位时间内、单位立体角内、单位面积上、单位波长范围内所发射的光子数量。

在这般光源的照射下，几乎所有的原子和分子都“无处遁形”。戴东旭说，如今建成的“大连光源”，就是当今世界

上在极紫外波段最强的自由电子激光，因此是研究与原子分子过程相关的物理和化学科学问题的强有力的利器。

事实上，在越来越强调协同创新的大科学时代，像“大连光源”这样的大科学工程，越来越为科学界所重视。

如今，“大连光源”的建成出光，在王恩哥看来，也将大大促进我国在能源、化学、物理、生物、材料、大气雾疆、

光刻等多个重要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为我国的科技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杨学明也告诉记者，新的仪器发展，是学术研究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没有新的科学仪器，在物理化学领域可以说是

寸步难行。他还记得，当初之所以提出建设“大连光源”，正是因为科研工作多年受困于反应中间体的探测难题。

当时，他找到赵振堂，双方一拍即合：这是我国打造新一代光源的绝佳契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项目将是科学研

究专家与大科学装置研制专家的首次携手，对于未来加快推动大科学装罱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很快，“大连光源”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大仪器专项的资助，于2012年年初正式启动，2014年10月

正式在大连长兴岛开工建设。仅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基建工程以及主体光源装置研制。

2016年9月24日22时50分，超过300 MeV的电子束流，依次通过自由电子激光放大器的各个元件。终于，

总长18 m的波荡器阵列，发出了第一束极紫外光。

如今，经过调试后的“大连光源”，早已能发出更为强大的光束。但科学家并不会止步于此，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

员张未卿透露，国内未来很有可能进军X射线波段的第四代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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