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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4月23日是我国发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徐叙 院士80寿辰。
徐叙 院士是我刊《发光学报》的创始人�历届主编�现名誉主编。本刊特转载此文�
代表全国发光学界向徐叙 院士80华诞表示祝贺。

中国发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徐叙 院士

范希武∗

　　徐叙 �发光学家。中国发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长期从事发光物理和发光应用的研
究工作。在建立发光学研究基地、组织发光学研究队伍、培养发光学研究人才、推动发光学事
业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创建发光学会�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把我国发光研究水平
推向国际前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叙 �1922年4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父亲是山东省立中学的校长。1933年毕业于山东
省临沂县孔子庙小学�1937年在山东省临沂中学初中毕业。当时抗日战争的烽火正由北向南延伸到山
东�他随学校迁移�先到河南省南阳�再步行入鄂�在郧阳的一座破庙中继续上学�1938年底这群十多岁
的中学生徒步过秦岭、入巴山、经栈道抵达绵阳�1941年高中毕业于绵阳国立第六中学。他的高中生涯
就是在这样颠沛流离的动荡年代中度过的。1941年10月他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物理系�并于1945
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过这一段生活的磨练�他不但掌握了基本知识�锻炼了体魄和意志�也学
习了社会�深深地体会到国破家亡和流离失散的痛苦�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他于1946～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者联
盟”�在那里他得到了革命教育和锻炼。在此基础上�他于1950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51年他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前苏联П∙H∙列别杰夫（Лебедев）物理
研究所�作为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和该所所长 C∙N∙瓦维洛夫（Вавилов）院士的研究生�从事发光学的研
究工作。1955年5月他获前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是首批获得前苏联副博土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
一。同年夏天返回祖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5～1965年）、长春物理研究所（1965～1987
年）�天津理工学院（1987～1996年）�北方交通大学（1996年～）工作。尽管他的工作单位几次变动�但
他始终如一和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发展我国的发光学事业和培养发光学人才。徐叙 在我国发光学事业

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发光学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将我国发光物理的研究推向国际前沿

徐叙 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在发光物理方面。
早在50年代�人们习惯于简单假设导带中电子的能量大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所有导带中的电子

都快速地损失能量弛豫到导带底�随后被复合或被俘获。当时固体发光学术权威之一 N∙F∙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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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t）就持这一观点�认为导带电子是不可区分的。徐叙 设想�如果能分别测得具有较高能量的过
热电子的复合截面与俘获截面之比（简称复合和俘获比）�与具有较低能量的热电子的复合和俘获比�这
两个比值的异同就能判别导带中不同能量电子的行为异同。他在实验中测定了这两个比值�发现热电
子的复合和俘获比要比光电子的复合和俘获比大得多。对有的材料�如 ZnS 中可以大两个数量级。据
此他首先指出具有不同能量的导带电子的行为是很不相同的�必须加以区分�从而开创了固体中激发态
行为研究的先河。1981年他访问英国雷达及信号研究中心时�当时已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莫特
特意赶去会见了他。
50年代末�在徐叙 倡导下�我国电致发光研究蓬勃兴起�研制成功了电致发光材料�开展了应用

研究。但为了进一步提高材料的性能�需要弄清楚在电致发光材料中的激发过程、激发能量输运以及复
合过程中电场的作用。徐叙 等人在电场强度低于电致发光阈值时�观测到电场调幅作用�其起因是电
子速度的变化引起复合和俘获比的变化。他们又用紫外光瞬态微区激发显微观测的方法�在初始电子
不同的情况下�在电脉冲的不同位相上测得瞬态激发光强与发光强度的关系�从中导出了电场调幅细
节。他们首次用泵浦———侦询的实验方法�透过调幅现象的背景�验证了在电致发光过程中确实存在电
子倍增过程。1976年徐叙 到法国访问�当时巴黎彼埃尔�玛丽·居里大学发光实验室主任国际著名发
光学专家 D∙居里（D∙Curie）教授特别通知有关实验室 ［包括当时国际著名的研究激子的斯特拉兹堡
（Strassbourg）的尼基钦（Nikitin）实验室的科学家在内］来听他就这一专题所作的报告。

能量输运是指发光材料受到外界激发后到产生发射光前这样一段过程中�激发能在晶体中的传输
现象。徐叙 等人首次在电致发光中讨论了两类中心之间的能量输运。他用实验证明了 ZnS∶Mn�Er
薄膜电致发光材料中 Mn2＋中心直接将能量传给了 Er3＋�计算了能量传递系数和无辐射能量传递效率�
并指出在 Mn2＋和 Er3＋间进行能量传递前�Mn2＋和 Mn2＋之间已经发生了能量扩散。用类似的思路和
方法�论证了 ZnS∶Mn�Sm 中 Mn和 Sm 之间的能量输运也有类似的结果。

激发态是一种非平衡态�它的弛豫是一种超快过程。近年来随着激光超短脉冲技术及相应探测技
术的发展�使得有可能对快速激发态非平衡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徐叙 等人研究了激发态的发光动力

学�例如�他们测出 BaAl2O4∶Cr3＋中分立中心 Cr3＋的2E→4A2跃迁�其电子-纵光学声子弛豫时间约为10
皮秒（ps）�发光中心与晶格的耦合是强耦合；首次测量到 CdS 中 A 激子与 B 激子到 A 激子的弛豫时间
为166ps。徐叙 等人系统地研究了激光和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激发态的瞬态光学性质�例如�当激
光激发强度达到15kW／cm2以上时�观测到室温吸收增强型光学非线性。用脉冲相关测量和泵浦光探
测法都测得吸收增强型光学非线性存在一快过程和一慢过程�分别获得快慢两个过程的双稳态。还发
现在外电场作用下�光学非线性吸收成数量级的增强�机理研究表明�快过程归结为电子-激子散射�而
慢过程则归结为热效应引起禁带变窄的正反馈效应。

电致发光自1936年发现以来�经历了第一代粉末电致发光以及第二代薄膜电致发光。后者自
1974年日本夏普（Sharp）公司的猪口敏夫（T．Inoguchi）提出薄膜型双绝缘层夹心式结构后�在器件性能
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徐叙 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层优化设计薄膜电致发光屏的思想�力图使薄膜电致发
光屏的性能有大幅度的提高�他首先从发光中心碰撞截面着手�通过对过热电子与发光中心碰撞截面的
计算�获得最佳碰撞截面所对应的电子能量范围。为了使电子能量提高到上述范围�必须突破在晶粒内
电子从零加速的旧模式�采用多层结构�使初始电子经过预热层和加速层�在晶粒界外就获得了高能量。
适当选择这些层的材料及厚度�电子就能达到弹射状态。他们采用了 SiO／SiO2／ZnS∶ErF3／SiO2／SiO 的
新结构�使亮度及效率要比同样工艺制备的通常结构高出很多。

徐叙 除了在发光物理方面作出卓越贡献外�还十分重视发光应用和开发的研究。在他的倡导下�
我国已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发光材料及电致发光器件的产业�广泛地应用于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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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叙 十分重视交叉学科的研究�例如他曾致力于荧光癌症早期诊断的研究工作�他提出的血清荧光诊
断恶性肿瘤的方法获得了成功�用于临床诊断和大规模普查恶性肿瘤�经1000多例临床诊断�符合率高
达90％以上。这种方法灵敏度高�方法简便�符合率高�在肿瘤诊断和防治方面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徐叙 活跃的科研活动和丰硕的科研成绩�全方位地开创了我国发光学的研究�将我国发光物理的
研究工作水平推向了国际前沿。

建立发光学研究基地�培养发光学研究队伍
1955年7月�徐叙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发光研究组和早期从美国回来的许少鸿共同开

展发光学的研究工作。1958年他和许少鸿等共同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固体发光研究室。研究领域包括
光致发光�阴极射线发光和电致发光等。研究室成立之初�徐叙 适时地开展了当时属发光学前沿和热

点的粉末材料电致发光研究。该研究领域之所以受到国际发光学界的瞩目�是因为它是一种新型的平
板光源�它的发展有可能形成新一代的平板光源和平板显示及显像器件。他不仅重视电致发光的基础
研究�还重视电致发光的应用和开发。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就展出
了研究室研制的一间小型模型房间�采用平板电致发光屏作为照明光源。样品展出后�受到各界的重
视�毛主席来参观时�还详细询问了这一新成果�并对此给以鼓励和表示赞赏。徐叙 等人开创的电致

发光研究工作�已在我国长春、上海、北京、天津、合肥、厦门、保定、广州、深圳和西安等城市的高等学校
和科研机构中开展起来�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

徐叙 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科技事业的发展主要应当依靠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因此
徐叙 在建立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后不久�于1959年就和黄有莘等人一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
理系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专业�并亲自制定了发光学教学计划�开设发光学专业课�编写发光学讲
义等。在以徐叙 为代表的老一代发光学家的辛勤培育下�从1964年开始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新一代
发光学科技工作者分配到研究所�高等学校和重点企业中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成为我国发光学的
学术带头人或发光学事业和产业的中坚力量。
1965年经中国科学院决定�由徐叙 等人负责将中国科学院东北物理研究所（后改为长春物理研

究所）改组为以发光学为主攻学科方向的研究所。这样�发光学的研究队伍从一个仅有40多人的研究
室扩展到一个400多人的研究所。研究方向几乎包括了整个发光学的各分支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了发
光物理、发光器件、发光材料及发光应用。由徐叙 等人改组的长春物理研究所诞生不到一年�一场“文
化大革命”使科学研究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徐叙 也从领导岗位沦落为“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并于
1970～1972年被下放到农村去锻炼；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徐叙 等新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充分利用一

切条件和机遇�始终坚持为我国发光学的发展而奋斗。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徐叙 重新回到了

发光学研究的领导岗位�他于1978年被聘任为长春物理研究所所长�又于1980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
数学和物理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并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副院长。徐叙 一上任�在长春物理研究所大
刀阔斧地开展了拔乱反正；调整研究所的学科方向�仍然确定以发光学及其应用为主攻方向；狠抓实验
室的建设�集中财力分期分批地建设现代化的实验室；结合研究所的发展计划�以科学前沿为导向�选送
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出国深造�这批人绝大多数按时回国�并已成为研究所发展的中坚力量。在
徐叙 的领导下�我国发光学的研究得到蓬勃发展�长春物理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声望与日俱增�成为国
内公认的从事发光学研究的中心。来访的国际同行也盛赞中国有一个以发光学及其应用为主攻方向的
研究所。

创建发光学会�发展发光学事业
1976年徐叙 、许少鸿和吴伯僖等老一代发光学家重新焕发了青春�为振兴我国的发光事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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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奔走�致力于联络全国从事发光事业的科技工作者。在他们的倡议下�1978年在长春市召开了第
一届全国发光学学术会议。徐叙 等人在会上提出�建立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科学会的倡议。经过两
年的筹备�1980年在厦门市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发光学会议期间�正式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科学
会（简称发光学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徐叙 为理事长�许少鸿和吴伯僖为副理事长的第一届发光学
会理事会。从此�我国发光学界有了统一的学术组织。徐叙 等人自始至终对发光学会的各项活动都

十分关心和支持。在学术活动方面�积极组织每隔三年召开一次的全国发光学会议。若从1978年第一
届算起�到1998年为止已召开了8次会议。在两届会议期间�还组织了近40次中小型专业性或交叉性
的发光学会议。通过这些会议�促进了发光学研究与产业的结合、发光学与邻近交叉学科的结合。现在
已经固定的全国性系列学术会议�如平板显示会议�发光二极管会议以及稀土发光会议等�充分体现了
上述的结合。在徐叙 等人的领导下�发光学会还在培养干部、科技咨询、成果鉴定、科学普及和创办
《发光学报》刊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发光学会得到了全国广大发光学科技工作
者的信赖和拥护。现在发光学会已成为拥有99个会员单位和250个会员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由于徐
叙 对我国发光学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发光学会的特殊贡献�他一直被当选为发光学会的理事长。

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长期以来�徐叙 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把我国发光事业推向国际先进水平的行列。徐叙 在

1983年10月召开的发光学会一届二次理事会上提出：应当不失时机地争取1987年第八届国际发光学
会议（ICL′87）在中国召开。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理事的一致赞同。1984年8月徐叙 和许少鸿带着

发光学会理事会的委托参加了在美国麦迪逊（Madison）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发光学会议。在会议期间他
们积极活动�努力争取�终于使国际发光学会议国际组织委员会决定�ICL′87在中国北京召开�同时聘
任徐叙 出任 ICL′87地区组织委员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主席。徐叙 还在这次会议上被推选为国际

发光学会常设国际组织委员会委员。1987年8月第八届国际发光学会议在中国北京顺利召开�这是
“文化大革命”后首批被批准的在国内召开的大型系列性国际学术会议之一。提交该会议的国内论文共
有188篇�占会议论文总数的39％。这些论文反映出我国发光学研究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其中某些领
域已经或正在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会议促进了国内外发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还促进了国内青年学者
的迅速成长。
1994年10月�徐叙 又一次成功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七届国际电致发光学术讨论会。来自14

个国家和地区的104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共发表学术论文95篇�其中有20篇邀请报告。值得注意
的是中国代表有5篇邀请报告。徐叙 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电致发光分层优化中的物理过程”的邀请
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与会代表对中国在电致发光研究、开发和应用方面的发展�以及所取得
的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赏。

为了反映和记录徐叙 开创和发展我国发光事业的成就�1992年徐叙 七十寿辰之际�作为他的
学生�由范希武和葛世潮等人倡议�编辑和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发光学进展》的专著。国内外很多著名
发光学家应邀为该书撰写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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