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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HIAF)是国家“十二五”时期重点安排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项目之一，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下一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具备产生极端远离稳定线核素

的能力，可提供国际上峰值流强极高的重离子束流(U”+离子能量为800 MeV／u，流强为lxl011 PPP)

和国际上测量精度极高的原子核质量测量谱仪(精度高于lxlO-6)，将为国际核物理研究提供领先的

研究条件和实验平台．本期出版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及其科学研究专题”是由我国从事加速器物理

和核物理研究方面的专家，针对HIAF装置及其加速器升级计划和诸多科学研究进行的详细介绍，主

要包括超重核研究、放射性核束物理研究、核天体物理研究、原子分子物理研究、高能量密度物理

研究、QCD相结构研究，以及未来电子离子对撞物理和高强度缪子、反质子研究等．封面为强流重

离子加速器装置HIAF园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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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拥有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RFL)，该装

置由离子源、注入器、主加速器、；令却

储存环和实验探测装置等组成，可提

供从质子到铀的全离子，能量覆盖低

能、中能、高能低端，用以开展重离子

物理及其交叉学科的实验研究。依托

H RFL，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已取得660多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16项奖项。

1988年建成l。七五。)

ia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现有20个实验终端，开展了重离子

核物理、放射性束物理、高离化态原子物理、高能量密度

物理等基础研究和重离子束在航天、材料、医学、生物等

领域的应用研究。

HIRFL—CSRm实验环▲

实验装置▲

11囵
迄今为止，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已拥有国内外用户200多

家，学术方向覆盖核物理、离子束应用、核天体物理、高能量

密度物理以及生命科学等。HIRFL已成为享有较高知名度的

重离子物理研究中心和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基地。

▲SSC—Linac直线注入器

丫新核素研究进展 ▲IMP和GSI／FAIR高层讨论(CAS—Helmholtz 40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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