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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況速遞 

 根據大學統計數字， 2006 年物理本科畢業生有 57%選擇繼續升學，當中包括

美國著名學府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 i t y  o f  Ca l i fo rn ia ,  San D iego）和匹

芝堡大學（ Univers i t y  o f  P i t t sburgh）；另有 32%選擇就業，當中投身教育界和工

業界的分別各佔 15%，其餘 2%投身公共事務。  

 今 年 本 系 共 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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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 t）撥款，款項總和超過港幣 700 萬元。研

究課題包括天體物理及宇宙學、地球科學、凝聚態物理、量子光學、納米科

學、生物科技及湍流等。  

 07-08 年度物理英才精進課程之簡介會及評核測試已於 9 月 22 日進行甄選。

經甄選後共有 54 名中六預科生獲得取錄。如往年一樣，今年共設有四個單元：

物理學中的數學方法、相對論、量子世界及天體力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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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主要內容 

 科研焦點：另類園藝–栽種納米

植物 

 人物專訪：李泉教授 

 活動回顧 

校友何天倫教授憑著研究量子氣體，與

另外兩名學者一同獲美國物理學會頒授

被譽為是物理學界最高榮譽之一的 2008 
年昂薩格獎 (Lars  Onsager  Pr ize)。何教授

是首位取得該獎的港人，亦是繼楊振寧

教授之後第二位獲該獎的華人。昂薩格

獎於 1993 年設立，旨在表彰對理論統計

物理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學者，是繼諾貝

爾 物 理 學 獎 後 ， 最 重 要 的 物 理 學 獎 之

一，得獎者可獲 1 萬 5 千美元獎金。  

何天倫教授 1972 年畢業於中大物理系，

1977 年 於 康 奈 爾 大 學 取 得 博 士 學 位 ，

1983 年起於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現為

該校數學及物理科學傑出教授。何教授

被 譽 為 是 研 究 「 玻 色 ⎯愛 因 斯 坦 凝 聚 」

（ Bose-E inste in  Condensat ion）理論的權

威，曾獲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現時

主 力 研 究 量 子 氣 體 在 低 溫 下 出 現 的 特

質，研究結果可運用於測量地質和電腦

計算。  

劉雅章教授  

何天倫教授奪國際物理學大獎  

並兼任普大教授。  

劉教授曾多次獲獎，包括 1990 年美國氣

象 學 會 頒 發 的 Clarence  Leroy  Me is inger  
Award、以及 2003 年香港天文台頒發的優

秀氣象學家。欲了解更多有關劉教授與

中大物理系的關係和他的研究點滴，可

參看本通訊第 4 期的劉教授專訪。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IPCC）與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共同獲得 2007 年諾貝

爾和平獎，為科學界帶來鼓舞。而我們

的校友劉雅章教授，便是小組裡其中一

位負責撰寫報告的科學家。  

劉教授主要從事氣候模型研究，而他所

撰寫的報告內容，就是透過模擬氣象環

境條件改變，了解這些改變對北美地區

氣候變遷的影響。這次獲獎肯定了他和

他的同事對氣候變遷工作的成果。  

劉雅章教授 1974 年畢業於中大物理系；

1978 年於美國華盛頓大學取得大氣科學

博士學位，並隨即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的地球物理流體動力研究所；現時是

該 所 中 氣 候 分 析 工 程 的 首 席 科 學 家 ，  
 

http://hk.wrs.yahoo.com/_ylt=AiVuS8uz41bZRS9S0coXSbuzygt.;_ylu=X3oDMTA2bTQ0OXZjBHNlYwNzcg--/SIG=10ok4374h/**http%3a/www.fsu.edu/


劣的環境中使用的探測器，雜訊過濾器，或其他

電子組件的理想物料。二氧化矽則可被激發而發

出藍光。它現已被廣泛應用於光學工業，例如用

以照明或訊號傳輸的光纖等。  
 
 
 
 
 
 
 
 
 
 
 
 
 
 
 
 
 
 

就如同其他植物一樣，竹本身含有大量的碳及少

量金屬元素雜質。當竹經過適當加熱（耕種條件）

後，內裡的有機化合物（雜草）就會被揮發掉，

它就會變成具有生物形態的碳底板（ biomorphic 
carbon subst ra te，泥土）。之後在底板植入內含有

納米矽顆粒（種子）的金屬有機溶液。我們發現，

竹本身的雜質不單沒有妨礙實驗運作（栽種），

更反而成為催化劑（維他命），有利納米導管的

生長（納米植物）。通過改變耕種條件就可以令

竹的土壤生成一片二氧化矽或碳化矽的納米導

管草原。竹本身擁有獨特的低密度及高表面面積

的管狀結構。納米結構的生成加大了它的表面面

積，使其功效更為顯著及其產物更為密集。價錢

相宜的竹不單降低納米結構的生產成本，還提供

了新的方式去處理生物垃圾，例如鋸木後留下的

木屑，以及蔬果的廚餘。這些東西也可以相類似

的方法加以循環再用。種植小盆栽不單可綠化環

境，令人心曠神怡，更可將廢物循環再用，為環

保出一分力。  

科科科   研研研   焦焦焦   點點點   
第 7 期 2007 年 11 月

 
 
 

 
另類園藝–栽種納米植物     吳恆亮教授

 
 
相信不少人都喜歡種植小盆栽。肥沃的土壤配以

合適的耕種條件，再除去不必要的雜草、害蟲，

種子便會自然地萌芽、成長。肥料可以令盆栽生

長得更茂盛，科學肥是最常用的一種。生物肥也

有很多人使用，例如洗米水、木屑、茶葉、果皮

等。這些肥料不單環保，而且相當便宜呢！這些

看似與主題毫無相關的東西，其實是我們研究栽

種納米電子元件的重要概念。  
 

 
 
 
 
 
 

電子晶片業界的發展，已進入納米科技的領域。

為了追求更高的運算速度，晶片的體積越來越細

小，而內裡的電子元件卻越來越多及密集。遺憾

的是傳統的晶片工業技術已不勝負荷。美國半導

體工業協會（ SIA）副會長 Jur i  Mat isoo 在 2004 年

的納米科技會議上致詞時已指出，傳統的晶片工

業技術將會在未來數年內到達極限，納米導線

（ nanowi re）將會是一條出路。目前有數種研製

納米導線的方法，例如溶膠 -凝膠（ Sol -Ge l）技

術、或磁控濺射技術等。不過，你可有想過納米

導線可以“種植”出來呢？下面我們將為大家

介紹這種新穎的栽種方法。  
 
我 們 現 已 成 功 將 竹 製 成 生 物 形 態 物 料

（ biomorphic  mater ia l），並以此作為底板，種植出

一維的納米物料，例如二氧化矽（ SiO2）及碳化

矽（ SiC）的納米導管等。碳化矽，又稱為黑鑽

石，是現時世界上最堅硬物質的探花。它在高溫

情況下仍十分穩定，此特性令其成為製備在極惡  

作者簡介：吳恒亮在加拿大 Un ive rs i t y  o f  Man i toba 取得博士學位，接著在英國 Un ive rs i t y  o f  Ox fo rd 材料系進行博

士後研究。 1991 年，他加入中大物理系為講師。研究興趣包含：遺態材料、金屬基複合材料、納米結構材料

等。他 2002-2005 年曾是武漢科技大學的訪問教授。 2003 年曾是 Un ive rs i t y  o f  Cambr idge  –  Corpus  Chr i s t i  Co l l ege
的訪問院士。  

 
 
 
 
 
 
 
 
 
 
 
 
 

 
 

 
 

 
 
 
 
 
 
 
 
 

 
 

 
 

 
 
 
 
 
 
 
 
 
 
 
 
 
 

圖一：生長在具有生物形態的碳底板之表面的二氧化

矽納米導管草原。  

圖二： SiO 2納米導管在不同階段的生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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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李 泉泉泉 教教教 授授授    
 

簡介：李泉教授 1997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 2001 年於美國西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2002 年加入本系

至今，現時為副教授。李教授長期從事先進分析電子顯微學的研究，特別是其在工程納米材料研究

中的應用；而近期的研究包括：納米材料的可控合成、結構分析和性質測量，單個納米結構的操縱

與測量，和納米組裝與器件。自加入中大以來，李教授多次獲邀在國際性的會議上發表報告，並在

國際期刊上發表超過 70 篇論文。由於研究表現傑出，李教授最近獲本校頒授「青年學者研究成就

獎」。  

人人人   物物物   專專專   訪訪訪   

李泉教授（前排右二）和她的研究組成員  

 
 
 
  
 
 
 
 
 
 
 
 問：  您對獲得 2006 年度「青年學者研究成就獎」有

何感受？   
 答：  簡單地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

索”。這只是一個開始，往後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其實這次獲獎，與系裡的大力支持以及我

研究組的學生和研究人員所付出的努力是分不

開的。  

 
 
 
 
 問：  那麼物理系在哪些方面給予您支持和幫助呢？  
 答：  物理系對我的支持和幫助有很多。首先，我很

幸運能夠加盟中大物理系，開始自己的課題、

開展自己感興趣的科學研究。物理系給予我機

會 ， 讓 我 從 學 生 身 份 轉 變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科 研

者，能夠實現自己的想法，並指導研究生，這

讓我在科研上有了一個好的開始。  

 
 
 
 
 
  無 論 是 在 資 源 調 配 ， 還 是 在 教 學 行 政 分 工 方

面，物理系對新加盟的教師⎯特別是年輕和資

歷較淺的教師⎯都十分照顧，亦不時鼓勵我們

在科研方面一展所長。另外，在這幾年的工作

中，系裡許多老師都給了我不少寶貴的建議和

指導，對我幫助很大，可以說是我的良師。  

 
 
 
 
 
 問：  您對培養和教導學生有何自己的感觸和見解？  

 

 

 答：  剛來到中大的時候，心情戰戰兢兢，因為之前

我 從 來 沒 有 指 導 過 學 生 亦 不 知 道 如 何 指 導 學

生。不過，我很幸運，當時認識了港大化學系

的任詠華教授。我們談了許多關於科研和教學

方面的話題，她在指導學生方面給了我一個建

議，到現在我仍然記得很清楚。她說：「最重

要的，你不僅僅要“ educa te”你的學生，更要

“ i nsp i re”他們。這對於課堂教學以及指導研究

生都是一樣的。」培養學生探索、挑戰未知、

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我一直在實踐

並期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問：  您覺得物理系的教育目標是以就業為導向還是

培養學生向科學研究層次邁進，也就是說是培

養應用人才還是尖端科研人才？  
 
 
 答：  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是“學好數理化，走過天

下都不怕”。基礎學科特別是數理方面的訓練

對於發展邏輯思維以及分析問題的能力是十分

重要的；大學和研究生時期主要是訓練我們去

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有了這樣的能力，無論

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都能夠從容應付，亦不會因

為遇到難題而驚慌失措。  

 
 
 
 
 
 
  至於說物理系是培養應用人才還是科研人才，

我覺得不能這樣區分。在教授物理學知識的同

時，物理系更著重培養的是學生在邏輯思考、

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至於他們以後從事什

麼樣的工作，應該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興趣、由  

 他們對生活和人生的看法來決定。而且，年輕

人在不斷成長的過程中是會變化的，想法和興

趣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總而言之，大學教育

不應當作是職業定向的培養而是能力的培養。  
 
問：  您 對 學 生 拓 展 知 識 、 向 其 他 領 域 邁 進 有 何 建

議？  
答：  實際上各個領域都是相通的。現在，基礎學科

已經相當發達，而許多尖端、前沿的課題，都

處在邊緣學科或是交叉學科，這就要求我們必

須拓展自己的知識面。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具

備或者培養一種品質即“ na tu ra l  cu r i os i t y”，如

果你沒有好奇心，要拓展知識面就會變得很困

難，若然要強迫自己去學習不感興趣的課題，

學習效率亦不會太高。  
 
問：  對於教學和科研，您又如何看待？  
答：  教學和科研都是很重要的。教學包括課堂教學

和指導研究生，對我來說，兩者與科研是互動

的。舉過例子，下學期我要教授一門「納米科

技與人類的生活」，雖然我從事有關納米科技

的研究已有一段日子，但當我在備課和查閱資

料的時候，才發現我對納米科技的了解仍十分

淺薄。如果我沒有被安排教授這門課，我就可

能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課堂教學促使我站在

宏觀的角度去重新認識納米科技。另外，在課

堂教學中，學生有時會提出很好的問題，雖然

我了解課程內容，但是思維有時會限制於一特

定模式，學生的提問往往會啟發我從另一個角

度去重新思考。正是這些我想不到或者不熟識

的東西，啟發我產生新的想法，並應用到我的

科研中，令科研有所突破。  
 
問：  最後，在科研方面您有何目標？  
答：  我希望將納米科技與生物、能源材料相結合，

在這一新興領域探索，做出更有意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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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琰同學（前）和她的導師  

活
 活活   動動動   回回回   顧顧顧   

學生海外交流計劃回顧 

06-07 年度共有 5 位同學獲選參與物理系暑期本科生研究交流 (SURE)計劃，他們獲本系資助，被保送

到外國的尖端學府參與科學研究。以下是他們完成計劃後所記下的心聲和感想，在此共大家分享。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戴家琰  

研究題目：Neut ron  S ing le  Par t i c le  St reng ths  in  Z  =  20 ,  
22 ,  24  Iso topes  

這是我第一次以“全職”的身份進行暑期研究。因為

以往的一些研究都是在課餘進行的，所以學習的態度

也就比較“隨意”；但這次的經歷卻和以往不同，超

出了我的想像。這次 SURE 改變了我對研究工作的態

度，而且此行也反映了我當前的知識是多麼匱乏。我

會繼續努力學習，嘗試去進一步了解這個世界。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梁銘林  

研究題目： Dark  Energy Survey

我的導師 Pro f .  Jon  Tha le r 常常花很多時間指導我宇宙

學的理論，又不介意為我不明白的地方逐一講解，對

我非常友善親切。  

雖然每天我只是坐在實驗室寫電腦程式，但因為常常

有新元素加入，加上 UIUC 為我們安排了很多配套活

動，包括費米實驗室一日遊、午餐講座、還有匯報會，

所以並不感到納悶。  

獨立生活是這三個月裏相當重要的一環。除了要學懂

做飯和洗衣服外，晚上獨處時，可以讓我有更多思考

和想像的空間，以及去做平日在香港沒空做的事。  

顏思遠  

研究題目： Dress ing F ie ld  S tudy

SURE 計劃是一個讓本科生擴闊視野，並同時感受研

究生活的好機會。我在  U IUC 兩個多月的生活裡，

學到許多有關研究工作的技巧和知識，更有機會參與

大型實驗計劃，為物理研究前線出一分力。  

除此以外，在異鄉生活，感受當地截然不同的文化，

都是令我難以忘懷的回憶。我希望藉此感謝彭教授，

以 及 身 處 香 檳 小 鎮 的 一 眾 中 大 物 理 舊 生 的 悉 心 照

料，讓我度過一個充實、難忘的夏天。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羅百浚  

研究題目： Opt im iz ing  the  Pos i t ion  o f  the  Off - cen te red 
Ca l ib ra t ion  Ax is  

在我畢業前的最後一個暑假，我到了加州理工大學為

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工作了十個星期。我的主要工作是

用一些軟件如 Geant4 和 Roo t 去模擬未來實驗的情況

及提供一些建議。這個計劃讓我親身體驗全職的研究

工作，實在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邱文蔚  

研究題目： Solar  Cyc le  Warming  in  IPCC Mode ls

在 Cal tech 的三個月裡，我有機會在翁玉林教授的研

究小組裡進行氣候變化的研究。雖然在研究的過程中

遇過不少挫折，但每當有一點成果的時候便會特別開

心。我們的小組每星期都要開幾次會，一起分享大家

的進度和商討解決問題的方法，從中我最大的得著是

知道主動發問的重要。暑假的 Cal tech 校園充滿著同

樣是做暑期研究的同學，我們很快就混熟了，周末還

會一起到著名的加州海灘輕鬆一下！  

 
 
 
 
 
 
 
 
 
 
 
 
 
 
 
 
 
 
 
 

 
 

 

羅百浚同學（右一）和邱文蔚同學（右二）  

梁銘林同學（左一）和他的導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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