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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內容 

 科研焦點：反中微子振盪實驗 

 人物專訪：劉雅章教授 

 最新動態 

 活動回顧 

系況速遞 

 根據大學統計數字， 2005 年物理本科畢業生有 50%選擇繼續升學，當中包括

到美國著名學府伊利諾州大學（ Univers i t y  o f  I l l ino is ,  Urbana-Champa ign）和密芝

根州立大學（ Mich igan  S ta te  Un ivers i t y）留學；另有 31%選擇就業，當中 9%投

身教育界， 2%投身公共事務， 20%投身工業界。  

 由楊振寧教授和楊綱凱教授任教的專題

學科「二十世紀理論物理的主題旋律」

於本年度上學期開課，授課對象主要是

三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右圖為楊振寧

教授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授課內容。  

 今年本系共有 13 個項目獲得研究資助局

的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 RGC Compet i t i ve  
Earmarked Research  Grant）分配撥款，款

項總和約港幣 600 萬元。研究課題包括量

子光學、納米科學、生物形態複合材料

和湍流等。  

 06-07 年度物理英才精進課程已於 9 月 30 日進行甄選。當日約有 120 名中六預

科生出席簡介會及評核測試。今年共有四個單元：物理學中的數學方法、量

子世界、相對論及天體力學，而任教的老師有楊綱凱教授、許伯銘教授、朱

明中教授、鄭啟明博士、彭金滿博士及王永雄博士。  

宇宙新知系列 

為了引發老師和同學對宇宙的興趣，並

了解有關研究的最新進展，本系推出《宇

宙新知系列》講座，由幾位宇宙學學者

主持。首個講座已於 9月 7日舉行，由本

校副校長楊綱凱講座教授主講，講題為

「我們的宇宙：宇宙學的最新發展」。

當 日 有 超 過 五 百 位 中 學 老 師 和 同 學 蒞

臨，逸夫書院大講堂席無虛設。楊教授

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宇宙大爆炸、暗物質

和暗能量的觀念和實驗根據，不單為聽

眾明白本系列其他講座打好基礎，更幫

助了他們為 9月 13日的邵逸夫天文學獎

講座作好準備。  
 
第二講已於 10月 4日舉行，由孫緯武教授

主講，講題為「通往宇宙的新窗口─重

力波」。當日也有五百多位中學師生到

逸夫書院大講堂參加講座，全場爆滿。

孫教授指出，重力波能讓我們透過一個

全新的頻道去了解宇宙，獲得電磁波所

不能提供的資料。這對於研究大質量的

星體（例如黑洞）尤其重要，對於研究

宇宙大爆炸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

孫教授是本系畢業生，現時是華盛頓大

學物理系教授和本系榮譽教授，曾多次

應邀到本系任教。 1995年，孫教授榮獲  

海外華人物理學會授予「傑出年輕研究  
學 者 獎 （ Outs tand ing  Young Researchers  
Award）」，以表揚其利用數值方法來研

究廣義相對論以及用新方法來探討黑洞

視界所作的貢獻。  
 
本系列的第三講將於明年六月舉行，講題

為「暗物質的宇宙」，由本系的朱明中教

授主講。最後一講由華盛頓大學物理系的

Cl i f fo rd  M.  WILL教授主講，講題為「 Was 
E ins te in  R igh t?」。Cl i f fo rd  WILL是著名黑洞

物 理 學 家 ， 其 科 普 大 作 “ Was E ins te in  
R ight?”十分暢銷。各位請留意本系日後

之公佈，萬勿錯過這兩次講座！  
 
所有講座的錄影片段均上載於本系網頁

ht tp : / /www.phy .cuhk.edu .hk /pub l i c_ lec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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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灣核反應堆反中微子振盪實驗     朱明中

中微子（ neut r ino）是基本粒子之一，它不帶電荷，

質量極小，與任何物質只有極微弱的相互作用，因

此穿透力極高。宇宙每一處均充斥著中微子，無論

以總質量或以粒子數量計，中微子都遠比其他已知

有質量的粒子為大（多）。在地球附近最強的中微

子源是太陽。太陽內部的核融合反應製造光和熱之

餘，亦產生每秒鐘約 2×10 3 8 粒中微子。在你閱讀

這篇文章時，已有超過 10 1 5 粒中微子穿透你的身

體！此外，約一百三十七億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亦製

造大量中微子。它們在宇宙結構的形成、物質 –反
物質不對稱性等重要宇宙學課題，可能擔當重要的

角色。  
 
但是，我們對中微子的認識實在太少了。暫時只知

道有三類中微子（ e ,μ ,τ  類），卻不知道它們的質

量。近幾年來終於知道中微子有振盪現象（ neut r ino  
osc i l la t ion）─當中微子自由傳播時，它會由其中一

類（如 e 類）轉化成另一類（如 μ  類），再轉回原

來的一類。以量子力學而言，這是說自由中微子是

幾類中微子的混合態，可以用幾個混合角（ mix ing  
ang les）表達。當今基礎研究的一個熱點，便是要

準確量度如質量、混合角這些中微子的基本參數。

其中一個稱為 θ 1 3 的混合角，至今只知其上限，其

數值卻影響深遠，廣受關注。由於 θ 1 3 的數值很小，

對實驗的精度要求很高，而中微子反應非常之弱， 

容易被如宇宙射線等本底掩蓋訊號，因此 θ 1 3 實驗

設計要求大量中微子、及有足夠屏蔽以隔阻宇宙射

線。  
 
自 兩 年 前 開 始 ， 我 以 及 一 班 學 生 參 加 了 一 項 計  
劃 1，利用大亞灣核電廠（圖一）產生的大量反中

微子，量度 θ 1 3。這項計劃有中美歐洲等二十八所

院校的過百名科研人員參加，於明年初動工，預期

2009 年開始 θ 1 3 的量度。大亞灣核電廠功率高（世

界前十名之內），每秒產生約 10 2 1 粒反中微子，而

且核電廠不遠處就有山脈，提供幾百米厚的岩石作

屏蔽，是世界上最適合量度 θ 1 3 的地方。大亞灣中  
微子實驗對內地及香港都是難得的機遇，在中國的

土地上用我們自己的設備做一個國際前沿領域的

科學問題，並且吸引到國際第一流的專家來合作。

香港中文大學是距離大亞灣核電廠最近的一所大

學，我們自然不會錯失這個機會，兩年來已有超過

二十位同學（大部份為本科生，圖二）參予各項相

關研究工作，包括在香港仔隧道實驗室量度宇宙線

本 底 的 工 作 （ 可 參 看 中 大 物 理 通 訊 第 二 期 的 介

紹）。大亞灣實驗的合作者都對中大學生留有很深

印象。  
 
1 詳情請參看 ht tp : / /www. the ta13 .phy.cuhk .edu.hk  

 
 
 

 
 
 
 
 
 
 
 
 
 
 
 
 
 
 
 
 
 
 
 
 
 
 
 
 
 
 
 
 
 
 
 
 
 
 
 
 
 
 
 
 
 
 
 
 
 
 
 
 
 
 
 
 

圖一：大亞灣核電廠。  

圖二：參予大亞灣中

微 子 實 驗 的 部 份 人

員 ─ 圖 中 大 部 份 為

中大及港大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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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我們知道劉教授是中文大學物理系的校友，那麼當

年你為何會選讀中大物理系呢？  
答：  在 中 學 時 代 ， 有 兩 位 老 師 對 我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一 位

是 我 的 物 理 老 師 ， 他 是 崇 基 物 理 系 的 校 友 ， 他 很 聰

明 、 講 書 很 出 色 ， 令 我 對 中 大 產 生 了 好 感 。 另 一 位

是 我 的 地 理 老 師 ， 他 也 是 崇 基 學 院 的 校 友 。 他 常 領

我 們 到 野 外 考 察 ， 教 我 們 望 天 、 看 地 圖 找 路 ， 又 在

校 園 裡 建 了 一 個 小 型 氣 象 站 ，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 那 時

候 完 成 中 六 便 可 以 投 考 中 大 ， 而 當 年 聯 合 物 理 系 和

崇 基 地 理 系 也 取 錄 了 我 ， 事 實 上 我 地 理 科 的 成 績 比

物理科的成績好。然而，由於我中學時是唸理科的，

覺 得 選 讀 要 求 細 密 思 考 的 物 理 科 會 較 好 ， 故 經 過 一

番思想掙扎以後便決定入讀物理系。  
 
問：  那麼你在中大讀書的日子給你留下甚麼回憶？  
答：  7 0 年代之始，聯合書院仍在港島的般咸道，理學院

更 插 身 於 堅 巷 的 一 間 政 府 化 驗 所 中 ， 但 這 樣 的 環 境

卻讓同學們更懂得互相關懷。在 1 9 7 2 年初，理學院

搬 入 了 沙 田 的 校 舍 ， 三 間 書 院 的 同 學 便 一 起 上 課 ，

其 中 最 難 忘 的 就 是 三 、 四 年 級 時 的 物 理 實 驗 課 。 當

時 的 教 授 很 嚴 格 ： 我 們 二 人 一 組 ， 每 個 實 驗 完 成 後

2 4 小時內便要提交實驗報告。由於這門課程沒有講

課 ， 只 有 基 本 的 實 驗 指 引 ， 所 以 倍 感 吃 力 。 實 驗 完

成 後 ， 我 便 和 拍 檔 在 宿 舍 裡 寫 報 告 ， 通 常 要 到 第 二

天 清 晨 三 、 四 點 才 完 成 ， 年 輕 時 精 力 真 旺 盛 呢 ！ 而

這 些 經 歷 則 讓 我 明 白 工 作 是 不 能 拖 、 不 可 屯 積 ， 要

這樣堅持方能為未來的工作做好預備。  
 
問：  後來你為何選讀氣象學，又為何選擇到海外做研究

呢？  
答：  在 三 年 級 時 ， 因 為 自 己 很 喜 歡 大 學 的 環 境 和 做 研

究 ， 所 以 便 立 志 繼 續 深 造 ， 但 問 題 是 該 選 擇 哪 一 科

呢 ？ 那 時 環 境 保 護 的 意 識 剛 剛 建 立 ， 人 們 開 始 明 白

到 自 己 製 造 出 來 的 污 染 物 是 不 會 自 然 消 失 的 。 我 當

時 仍 然 很 愛 地 理 和 大 自 然 ， 覺 得 可 以 運 用 自 己 在 物

理 科 學 受 到 的 訓 練 去 做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 於 是 便 跑 到

圖 書 館 去 找 有 關 的 書 刊 看 。 到 要 選 擇 海 外 學 校 時 ，

才 發 覺 當 時 世 界 各 地 的 環 境 科 學 系 都 不 多 ， 較 接 近

的 要 算 是 環 境 工 程 系 和 大 氣 科 學 系 。 基 於 自 己 的 背

景和興趣，我選擇了後者。  

 當 年 我 考 上 了 好 幾 間 美 國 的 學 府 ， 當 中 包 括 加 州 理

工 大 學 （ Ca l te c h） ， 但 由 於 只 有 西 雅 圖 華 盛 頓 大 學

（ U n i ve r s i t y  o f  Wa sh in g t o n）願意給我資助，加上有學

長 曾 在 那 裡 就 讀 ， 結 果 便 選 擇 了 華 盛 頓 大 學 。 入 讀

後 才 發 現 華 盛 頓 大 學 在 氣 象 學 方 面 是 首 屈 一 指 的 ，

有 很 多 氣 象 學 的 權 威 學 者 在 那 裡 任 教 ， 令 我 覺 得 自

己 十 分 幸 運 。 我 最 初 的 研 究 與 空 氣 污 染 有 關 ， 但 由

於 和 自 己 的 興 趣 不 符 ， 加 上 所 用 的 儀 器 太 複 雜 ， 故

此 兩 年 後 便 換 了 另 一 個 題 目 。 新 題 目 和 大 氣 動 力 學

有關，須做大量資料分析（ d a t a  a n a l y s i s），這些都

和 自 己 過 去 的 物 理 學 訓 練 很 相 近 ， 加 上 教 授 很 支 持

我，更派我到 N CA R（ Na t i ona l  C e n te r  f o r  A tmo sphe r i c  
R e sea r ch）實習，所以研究院最後的兩年過得很愉快。 

 畢業後，我思考自己的路向。由於那時香港在氣象

學上的發展機會不多，而美國氣象局在普林斯頓大

學（ P r i n ce t o n  U n i ve r s i t y）設立了一所很好的大氣海洋

研究所，於是我便跑到那裡做博士後研究，一留便

留到現在了。  

問：  現時你在氣象學上的研究方向是甚麼？  
答：  我 們 在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的 研 究 所 做 了 很 多 氣 候 數 值 模

擬（ n u me r i ca l  mo de l i ng）的工作。有些物理量是很難

從觀測中獲得的，例如垂直風速、加熱過程（ d i aba t i c  
h e a t i n g  p r o ce s s e s）等，但透過模型我們則可以更清

楚 分 析 各 類 現 象 的 基 本 機 制 。 例 如 我 們 利 用 模 型 去

了解厄爾尼諾（ E l  N i ñ o）現象，當中涉及到物理中的

振動模態（ n o r m a l  m o d e），即由一個相（ p h a se）轉

到 另 一 個 相 。 除 了 分 析 觀 測 和 模 型 積 分 的 數 據 外 ，

我們亦運用模型對厄爾尼諾未來的進程作出預測。  

 另 一 個 研 究 方 向 就 是 季 候 風 。 季 候 風 影 響 全 球 一 半

人 口 ， 成 因 主 要 為 海 陸 受 熱 不 同 ， 溫 度 梯 度 導 致 氣

壓 梯 度 的 形 成 ， 令 空 氣 流 動 。 機 制 雖 然 簡 單 ， 但 當

中 很 多 細 微 的 地 方 仍 有 待 解 釋 ， 例 如 印 度 次 大 陸 各

地 的 降 水 為 何 降 水 不 平 均 ？ 每 年 春 、 夏 季 的 華 南 梅

雨 期 又 是 怎 樣 形 成 的 呢 ？ 這 些 都 是 農 民 及 水 利 工 程

人 員 所 關 心 的 問 題 ， 而 且 當 中 還 牽 涉 很 多 動 力 學 的

內容。  

 長 遠 來 說 還 有 溫 室 效 應 。 溫 室 效 應 對 全 球 的 氣 候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這 效 應 與 厄 爾 尼 諾 及 季 候 風 亦 有 重 大

的關連。  
 
問：  香港有沒有條件發展前沿氣象學研究呢？  
答：  這 是 一 個 好 問 題 ， 但 是 否 發 展 氣 象 研 究 得 要 考 慮 同

學 的 出 路 。 香 港 作 業 性 的 氣 象 機 構 為 天 文 台 ， 雖 然

她 的 工 作 範 疇 很 完 整 ， 氣 象 、 海 洋 、 天 文 、 地 震 、

機 場 安 全 等 也 做 到 ， 同 時 亦 承 擔 了 很 多 一 般 地 區 性

機 構 不 會 做 的 世 界 性 工 作 ， 但 她 始 終 是 一 個 較 小 的

機 構 ， 很 難 吸 納 更 多 的 人 才 ， 而 且 氣 象 學 畢 竟 是 一

門 較 冷 門 的 科 目 。 然 而 除 了 主 修 課 程 外 ， 在 不 同 學

科 內 個 別 做 一 些 氣 象 研 究 也 是 可 行 。 科 大 、 城 大 和

理 大 現 已 有 一 些 有 關 大 氣 和 環 境 的 研 究 。 而 中 大 亦

有 長 遠 的 計 劃 ， 其 中 一 個 方 向 就 是 地 球 科 學 及 地 球

信 息 ， 這 可 令 不 同 學 系 有 機 會 走 在 一 起 做 研 究 ， 世

界 上 能 這 樣 做 的 地 方 也 著 實 不 多 。 另 外 ， 中 大 重 視

通 識 教 育 ， 而 氣 象 對 任 何 人 都 有 影 響 ， 跟 不 同 行 業

都 息 息 相 關 。 廿 一 世 紀 最 大 的 危 機 ， 可 能 再 不 是 核

子 戰 爭 ， 而 是 因 環 境 所 衍 生 的 種 種 問 題 和 爭 執 ， 故

此校方應多把這些元素加進通識教育裡。  
 
問：  最 後 ， 你 對 現 時 修 讀 物 理 的 同 學 有 何 忠 告 或 經 驗 分

享呢？  
答：  現 今 中 大 校 園 的 環 境 較 從 前 的 優 勝 得 多 ， 同 學 應 盡

量 利 用 好 好 學 習 ， 為 自 己 計 劃 將 來 。 讀 物 理 的 同 學

大 致 上 有 很 好 的 基 本 訓 練 ， 令 我 們 對 自 然 現 象 都 有

一套嚴格的思維方法。但是，除了理科的學識之外，

人 與 人 溝 通 的 技 巧 也 很 重 要 ， 成 功 的 科 學 家 往 往 在

說 話 及 文 字 上 都 有 很 強 的 表 達 能 力 。 所 以 同 學 不 要

只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而忽略這些方面。  
 
劉教授說本科生的時間就好像初始條件，要「積」出美好

人 生 、 讓 晚 年 時 可 以 細 細 回 味 ， 就 要 有 一 個 好 的 初 始 條

件，所以大家要努力啊！  

劉劉劉 雅雅雅 章章章 教教教 授授授   
 
劉雅章教授是本系校友，畢業於 1 9 7 4 年，其後赴美國華盛頓大學深造，於

1 9 7 8 年獲氣象科學博士學位。他現時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地球物理流體動

力研究所教授。碰巧他到訪聯合書院和物理系，我們當然不能錯過此難得的

機會替他作了一個專訪。（是次專訪由碩士一年級生柳巳丞主持及筆錄。） 



暑期實習計劃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mes) 
 

五位入選本年度暑期教師學徒計劃 (STAR)  的本

科生於暑期期間分別被派往不同的中學擔任教

學助理。透過親身體驗專業前線教學工作，養成

嚴謹的工作態度，為日後教育事業作好準備。同

學們的工作表現均得到參與中學的正面評價，肯

定了計劃對同學的成長有著莫大裨益。  
 
 
 
 
 
 
 
 
 
 
 
 
 

 
本 系 自 去 年 開 始 與 香 港 天 文 台 合 辦 Summer  
In ternsh ip  Programme a t  the  Hong Kong 
Observa tory。本系學生在天文台實習期間可直接

參與氣象研究工作，從中實踐大氣物理學在天氣

預報中的應用等專業知識。同學更將所得之寶貴

經驗帶回系內，與老師及同學分享。本年度五位

參與此計劃的同學均獲得香港天文台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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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夏俊羲（前排右二）、羅嘉熙（前排右三）、

邱文蔚（後排右三）與其他在天文台實習的大專院

校學生合照。  

被 派 往 基 督 教 宣 道 會 宣 基 中 學 任 教 學 助 理 的 本 科 生

劉保宏（前排右一）與該校師生合照。  

最最最   新新新   動動動   態態態   
 
 
 
 
 
 
 
 
 
 
 
 
 
 
 
 
 
 
 
 
 
 
 
 
 
 
 
 
 
 
 
  
 
 
 
 
 
 
 
 
 
 
 
 
 
 
 
 
 
 
 
 
 
 
 
 

「定量及系統生物學帶給物理學家的機遇和挑戰」高等學術研討會 

由裘槎基金會贊助，物理系和理論物理研究所主辦的「定量及系統生物學帶給物理學家

的機遇和挑戰」高等學術研討會，將於 12月 4日至 9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此研討會的

目的是向香港及鄰近地區的物理學家展示定量及系統生物學這新興學科的令人振奮的發

展，從而讓他們把握由生物學新紀元所帶來的黃金機遇。我們榮幸地邀請了 6位於此研究

領域具領導地位的專家擔任講師，講學內容包括：生命起源的物理性質、基因調控的定

量分析、訊號傳遞路徑的模型研究、酵母細胞循環及果蠅胚胎發展的具體範例、以及生

物學研究的科技。我們期望透過此研討會能加強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的合作，進一步促

進 定 量 和 系 統 生 物 學 這 個 新 崛 起 的 跨 學 科 的 發 展 。 詳 情 請 瀏 覽 研 討 會 網 址 ：  
h t tp : / /www.phy .cuhk.edu .hk / i tp /v2 /1024/as i06。  

定量及系統生物學最新進展研討會 

緊接著上述的高等學術研討會，物理系將會舉辦一個由王寬誠教育基金會贊助，內容亦是以定量和系統

生物學為主題的研討會，舉辦日期為 12 月 9 日至 11 日。此研討會的目的是匯集交流當前國際學術界生

物學理論和實驗的新進展，特別是物理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在定量及系統生物學中的最新應用。十多位

來自亞洲的傑出科學家將會於研討會中作邀請報告；此外大會亦安排分組報告和討論，讓其他從事定量

及系統生物學研究的學者發表和交流他們的研究工作報告。詳情請留意本系網站公佈。  

活活活   動動動   回回回   顧顧顧   

本科入學資訊日 

中大本科入學資訊日將於 10 月 14 日舉行。物理系將預備各樣活動，讓同學能進一步認

識中大物理系，節目內容包括入學講座及諮詢─提供最新入學資訊、普及物理講座─剖

析當下熱門的物理課題、大學生活分享─本科生現身細說大學生活點滴和感受、實驗室

參觀及實驗示範─即場示範趣味物理實驗，同學更可親身參與。詳情請瀏覽本系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