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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本院與日本自然科學研究機構合作興建

Atacama 大型毫米波暨次毫米波陣列 

本院與日本自然科學研究機構（National Institutes 

of Natural Sciences of Japan）合作興建 Atacama 大型毫

米波暨次毫米波陣列之簽約儀式，訂於 9 月 8 日（星

期四）下午 4 時，假本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

處 701 室（位於臺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理學館 7 樓）

舉行。 

天文所籌備處新卸任主任交接 

 時間：9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701 室 

賀曾樸主任生於 1951 年，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

理博士，研究專長為次毫米波電波天文學，自 1989 年

起擔任史密松天文台與本院合作之「次毫米波陣列」

計畫科學家（Project Scientist），並曾於 2002 年 9 月兼

任天文所籌備處代主任，為期一年。 

數學所郭嘉南副研究員不幸遽逝 

2005年 7月 24日郭博士隻身於南港登山健行途中

突發心臟衰竭急症，不幸辭世。五十英年，風華正茂，

遽歸道山，令同仁異常錯愕且不勝唏噓。 

 

 

郭嘉南博士生於 1956 年 2 月 19 日，1979 年畢業

於台灣大學數學系，並擔任助教兩年後，隨即赴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師承 Gallagher 教授，專研解析數

論，1986 年獲聘為本院數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博士

專長為解析數論、數論應用與偏微分方程。在專業研

究之餘，熱衷教育工作，曾長期兼任台灣大學數學系

教職。首創講授「解析數論」課程，庠序功高。 

學術交流  

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管中閔院士，於 9

月 15 日至 12 月 14 日赴美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

所務由副所長賴景昌代理。 

人事動態  

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奉核定兼任所長，聘

期自 94 年 9 月 1 日至 97 年 8 月 31 日。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蔡駿奉核定為助研

究員，聘期自 94 年 9 月 1 日起。 

資訊科學研究所陳伶志奉核定為助研究員，聘期

自 94 年 9 月 5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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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才  

史語所徵專任研究人員 

一、徵求領域：上古至宋代之歷史。 

二、資  格：具博士學位或助教授（含）以上資格

者。 

三、受理方式：請於 9 月 30 日前將履歷、最高學歷

證件、未來研究構想（2-3 頁）、推薦信 2 封、

學術著作目錄、重要學術著作（1-3 種，各 1 份），

郵寄「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中研院史語所秘書室」。電話（02）2782-9555 #240

（陳小姐），或 E-mail 至 bihp2@asihp.net。 

植微所賀端華老師實驗室徵才 

（一）博士後研究 1 名及研究助理 2 名 

一、工作內容：植物基因轉殖。 

二、資    格：生物、生命科學相關科系博士及學、

碩士，具分生技術、基因轉殖工作經驗者尤佳。 

三、待    遇：比照國科會標準支薪。 

四、聯絡方式：請 9 月 30 日前將履歷、自傳，郵寄

「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中

研院植微所賀端華老師」，或 E-mail 至 tho@ 

sinica.edu.tw。 

（二）計時短工 

一、工作內容：實驗室清潔工作。 

二、資    格：細心負責、易溝通且能長期工作者，

家庭主婦亦可。 

三、待    遇：依本院標準支薪。 

四、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可彈性調整）。 

五、聯絡方式：請於上班時間洽植微所 R500 孫小姐

或吳小姐，聯絡電話（02）27899590＃500。 

人社中心徵國科會兼任研究助理 

一、工作內容：整理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相關研究之中

英文文獻。 

二、資    格：經濟、社會科學及相關科系博士班研

究生，有興趣從事大陸產業研究者。 

三、待    遇：依國科會博士班研究生獎助金標準。 

四、受理方式：意者請於 9 月 20 日前將個人履歷與

自傳、成績單影本、碩士論文摘要及未來研究方

向，郵寄「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中研院人社中心孫雅瑄小姐」，或 E-mail

至 yhsun@gate.sinica.edu.tw，電話（02）2782-1693 

#204。 

近史所徵工讀生 

一、工作內容：協助檔案整理、歸檔等相關工作。 

二、資  格：大專夜校生。 

三、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可彈性調整）。 

四、待  遇：依本院工讀生薪資標準支給日薪，專

科 750 元，大學 800 元。 

五、受理方式：請於 9 月 14 日前將履歷表及學生證

影本，郵寄「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中研院近史所李小姐」，電話（02）2782- 

4166#302，或 E-mail 至 ihua@gate.sinica.edu.tw，

合則約談，恕不退件。 

社會所「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徵工讀生數名 

一、工作內容： 

1.A 類：執行電腦程式，檢誤、更正資料檔案。 

2.B 類：協助資料寄件、回收與清點。 

二、資  格： 

1.A 類：細心、耐心，大專院校夜校生或大學畢業

待役者尤佳。 

2.B 類：積極、主動，需勞力付出，高中職以上夜

校生可，男性尤佳。 

三、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8:30~17:30。 

四、待    遇：依本院工讀生薪資標準支給，高中職、

專科或大學以上日薪新台幣 650 元至 800 元。 

五、受理方式： 

1.A 類：請 E-mail 至 a8663015@gate.sinica.edu.tw，

電話（02）2788-0153#209，何先生。 

2.B 類：請 E-mail 至 eeam13@gate.sinica.edu.tw，

電話（02）2788-0153#208，紀小姐。 

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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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會韻律組招生 

一、時    間：9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12:10～13:10

（46 堂課） 

二、地    點：本院綜合體育館韻律教室 

三、課程與師資：（請依體能，選擇課程） 

（週二）初級有氧/朱怡真 

（週三）拉丁有氧/劉怡君    爵士入門/蔡麗珠 

（週四）肌力與多功能有氧/潘家玉 

（週五）綜合有氧/王志豪    流行有氧/謝佩君 

四、學    費：每人 1000 元 

五、報名方式： 

1.請於 9 月 19 日週一上班時段（9：00 始）E-mail 至

yhchen@gate.sinica.edu.tw 報名（請註明所別與聯絡

電話）。 

2.凡收到回函者，請於 9 月 21 日週三中午時段（11:50

至 12:20）親赴體育館韻律教室繳交報名費（收費

人：陳秀玉小姐）逾期者，將由候補者遞補。 

3.為方便管理人數，凡報名後，均不退費；上課時，

請攜帶上課証。 

網球訓練班招生 

一、時    間：9 月 13 日至 10 月 13 日，每週二

17:15~19:00（共 5 堂）。 

二、學    費：1565 元（入場費自理）。 

三、報名方式：請於 9 月 12 日前洽（02）2783-9910 

#409，地球所林廷潔小姐，或E-mail至 holy@earth. 

sinica.edu.tw。 

國際標準舞組招生 

一、對    象：本院員工及眷屬。 

二、時    間：9 月 23 日至 10 月 17 日（共 8 堂）。 

    每週五 12:30-13:30 由老師授課（共 4 堂）。 

    每週一 12:30-13:30 由資深學員指導（共 4 堂）。 

三、上課地點：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地下室。 

四、授課內容：森巴入門課程。 

五、師    資：王英洲老師（國內國際標準舞名師，

曾獲全國華爾茲雙人舞冠軍）。 

六、學    費：400 元/期。 

七、報名方式：請洽（02）2789-9033 生醫所王怡方，

或 E-mail 至 funfun27@gate.sinica.edu.tw。 

公   告  

總務組公告 

本院醫務室門診時間異動 

本院醫務室自 9 月 1 日起週一至週五門診服務如下： 

1. 下午 2：00 至 2：30 為免費諮詢（每日限 5 人，須以電話預約，如無人預約，則進行診療）。 

2. 下午 2：30 至 4：00 為門診時段。 

3.  9 月 8 日（星期四）休診。 

4. 門診內容請參見醫師輪值表，預約電話（02）27899437。 

（一）9 月份醫師輪值表 

星期 科  別 次 專 科 醫  師 目前服務單位 備註 

一 一般內科 風濕免疫 劉玲伶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諮詢時段：14:00~14:30 

2.看診時段：14:30~16:00 

3.9 月 8 日（星期四）休診 

二 一般內兒科 吳文豪 

三 小兒內科 輪流駐診 臺大醫院小兒科 

四 
家庭醫學 莊美幸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五 

（二）10 月份醫師輪值表 

星期 科  別 次 專 科 醫師 目前服務單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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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內科 風濕免疫 劉玲伶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諮詢時段：14:00~14:30 

2.看診時段：14:30~16:00 二 一般內兒科 吳文豪 

三 小兒內科 輪流駐診 臺大醫院小兒科 

四 一般內科 腎臟 陳殷正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五 家庭醫學 莊美幸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研究成果  

雷射驅動電漿波電子加速器 

汪治平、陳賜原（原分所研究員、副研究員） 

自 1911 年拉塞福爵士以放射性元素發出的高速阿爾發粒子撞擊原子，發現了原子的內部結構，高速粒子就

一直是推動基礎物理發展的重要工具。物理學家利用高速粒子來探測原子的內部結構，不只發現原子內有原子

核，原子核內堆滿核子，核子內還有夸克。藉著研究基本粒子的交互作用，物理學家逐步理解物質的基本構造，

甚至藉此推測宇宙形成的過程。在此發展期間，加速器所產生的粒子能量也從百萬電子伏特等級逐步躍升為兆電

子伏特等級，加速器的尺度也從數公尺增加到幾十公里。 

不僅是基礎物理，加速器在應用物理和醫學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同步輻射和自由電子雷射都是以加速器

為基礎，它們能夠產生純淨且高亮度的Ｘ光，作為解析物質結構，甚至分子運動和化學反應的利器，也是以蝕刻

法製作奈米尺度元件所需的光源。在國家級醫療中心，加速器用於製作半衰期很短的同位素，這些同位素可以幫

助檢驗和治療癌症，也可用於斷層造影；此外，加速到一、兩億電子伏特的質子，更是目前傷害最小的放射治療

射源。 

傳統的加速器是使用低頻率的電磁波來加速，受限於加速器內微波共振腔的崩潰電場，每公尺只能加速約一

億電子伏特。如要加速到兆電子伏特等級，加速器的長度就必須大於十公里。使用環形的加速器雖然能節省空間，

但是要讓帶電粒子在環形軌道高速運動，必須給予很大的向心加速度。向心加速度會使帶電粒子發出輻射而損失

能量，因此愈來愈難加速。目前最強大的加速器，其建造和運轉費用已達到社會願意負擔的極限，導致全世界已

多年未興建新的加速器，當然對基礎物理的持續發展造成阻礙。以產生Ｘ光或醫學應用為目的的加速器，也同樣

因為費用的問題，難以普及化。因此，發展新的加速方法是實驗物理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 

雷射能產生強烈的光波，光波是高頻率的電磁波，與電子有強烈的交互作用。比起微波，雷射因為波長很短，

能夠聚焦到非常小的一點，使得照度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雷射也能產生非常短的脈衝，使瞬間功率也能大幅提

高。因此一個高功率的短脈衝雷射聚焦後，焦點附近的電場極為強大，遠超過微波所能達到的強度。然而雷射的

電場幾乎與行進方向垂直，因此不便持續的直接加速電子。1979 年 Tajima 和 Dawson 提出使用雷射來驅動電漿

波，再用電漿波來加速電子的概念。因為電漿波的電場方向與行進方向一致，電子被電漿波推動，如同衝浪者被

海浪推動一樣，只要電子處於加速作用的相位，加速就可以持續進行。這種加速方式可以產生每公尺一千億伏特

的加速電場，比起微波加速大了一千倍，相當於將一公里的加速器縮小到一公尺，如果真能實行，對於加速器科

技將有革命性的影響。然而，當時的雷射所能達到的功率不夠大，脈衝的長度也不夠短，這個概念直到 1990 年

代中期才得到初步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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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0 年代中期始，飛秒（10-15秒）雷射技術迅速發展。利用共振腔內的非線性效應，雷射可以自發產生

短於 10-13秒的脈衝。直至 1990 年代中期，內建色散補償的寬頻鏡片的問世，使得雷射可直接產生短於 10-14秒的

脈衝。同時期，飛秒脈衝放大技術也有極大的進展，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線性變頻放大技術。雷射放大器的極限

在於放大器介質的非線性效應和強光導致的游離損壞。Strickland 和 Mourou 發明的線性變頻放大技術是利用光柵

提供的大群速度色散，將脈衝拉長數千倍，放大後再以反向的群速度色散將脈衝壓縮回原來的長度。這使得脈衝

在放大器內的照度降低了數千倍，因此提升了放大器的極限倍率達數千倍。利用該技術，可在小型的實驗室內將

飛秒雷射脈衝放大十億倍，達到十兆瓦的瞬間功率，聚焦後照度達到 1023 W/m2，也就是正午日照的 1020倍！ 

十兆瓦雷射的建造，需要非常高段的光學技術，因此目前世界上只有很少數的實驗室擁有這種等級的雷射，

而因其穩定性、光束品質和脈衝品質，足以從事該項精密實驗者，更是寥寥可數。過去數年間，原分所建造了一

部頂級規格的十兆瓦雷射，並持續擴充其功能[1]。該部雷射正用於研究雷射驅動電漿波電子加速器、軟Ｘ光雷射、

和電漿非線性光學。限於篇幅，本文只介紹電子加速器的部分。雷射驅動電漿波電子加速器所面臨的挑戰有三：

１、如何讓雷射聚焦後不散開，繼續傳播一段足夠的距離，以便持續驅動電漿波。２、如何侷限電子的加速方向，

以獲得狹窄的電子束。３、如何注入電子，以產生飛秒等級的電子團，並使得電子得到整齊的加速，以獲得狹窄

的能量分布。我們正運用雷射控制電漿的技術，來面對這些挑戰。 

首先，我們利用一個短而強的前置脈衝，加上圓錐透鏡聚焦到一個縱向線形的區域，可預先在該線形區域游

離氣體，產生自由電子。接著以一個長脈衝驅動自由電子，使它們長時間高速振盪，撞擊離子，造成局部加熱和

更多游離。當熱電子往外擴散，並拖著離子往外移動時，造成中心的電漿密度下降，而周邊的電漿密度卻因此往

外衝的電子與中性原子碰撞，產生新的游離而升高。電漿密度低的區域所對應的折射率高，形成波導效應，因此

可以導引雷射保持高照度、長距離的傳播[2]。一但雷射脈衝進入預先形成的波導，所產生的有質動力

（ponderomotive force）會將電子暫時排開，在波導中短暫形成帶正電的通道，這個正電通道會防止後面被電漿

波加速的電子散開，因此可以得到狹窄的電子束。利用這些新技術，我們可以在一毫米的距離將電子加速到五千

萬電子伏特，而發散角小於 0.2 度。更令人興奮的是，我們發現在高密度的電漿中，電子會自動整齊加速，這現

象非現有理論所能解釋。 

在電子注入技術上，我們發展了定時、定點的注入方法，領先世界上其他團隊。我們使用一個短而強的前置

脈衝來產生種子電漿波，藉由拉曼前向散射，這個種子電漿波會被主脈衝放大，與前置脈衝同步。另一方面，種

子電漿波也藉由拉曼背向散射注入電子，這些電子被放大的電漿波加速，也是與前置脈衝同步。這是時間定位注

入的技術[3]。我們把上述產生波導的技術用於垂直於雷射傳播的方向，可以在雷射產生的電漿通道上開闢一個密

度陡坡，當電漿波通過這個密度陡坡時，因相位急速改變而注入電子。這是空間定位注入的技術[4]。如果能把這

兩個技術與上述的電漿波導技術結合，就能達成一個接近理想的前級加速器，這也是我們近程努力的目標。 

我們的電子團含有約 1010電子，與同步輻射加速器的電子團相當。若以相同原理建造後級加速器，將這些電

子加速到十億電子伏特等級，我們目前的雷射能量明顯不足，因此建造更大的雷射是勢在必行的。限於原分所的

實驗室現有空間，我們將在中央大學建造 100 兆瓦級的雷射，有了十億電子伏特的電子團，只要加上磁場，就有

了桌上型的同步輻射。另一方面，將十億電子伏特的電子團以小角度注入預先形成的正電電漿通道，電子會產生

橫向振盪，振盪發出的輻射同相相加，就有了桌上型的自由電子雷射。更刺激的是，將飛秒雷射脈衝與十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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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的電子團對撞，藉由都卜勒效應可得到千萬電子伏特的定向伽碼射線，其脈衝寬度短於 10-15秒。這樣的光

源也許足以開啟核子物理研究新一波的革命！這是我們中程努力的目標。 

[1]  H.-H. Chu, S.-Y. Huang, L.-S. Yang, T.-Y. Chien, Y.-F. Xiao, J.-Y. Lin, C.-H. Lee, S.-Y. Chen, and J. Wang, Applied 

Physics B 79, 193 (2004).  

[2]  Yi-Fang Xiao, Hsu-Hsin. Chu, Hai-En Tsai, Chau-Hwang Lee, Jun-Yuan Lin, Jyhpyng Wang, and Szu-Yuan Chen, 

Physics of Plasmas 11, L21 (2004). 

[3]  Wei-Ting Chen, Ting-Yei Chien, Chau-Hwang Lee, Jun-Yuan Lin, Jyhpyng Wang, and Szu-Yuan Chen,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92, 075003 (2004). 

[4]  Ting-Yei Chien, Chun-Lin Chang, Chau-Hwang Lee, Jun-Yuan Lin, Jyhpyng Wang, and Szu-Yuan Chen,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94, 115003 (2005). 

學術演講  

單位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天文 9/8(四) 

14:00 

本處會議室 

（臺灣大學凝態科學

與物理學館 716 室） 

Dr. Josh Eisner 

（UC Berkeley） 

Probing Sub-AU Radii of 

Protoplanetary Disks: Observations with 

the Keck and Palomar Testbed 

Interferometers 

天文 9/9(五) 

14:00 

本處會議室 

（臺灣大學凝態科學

與物理學館 716 室） 

廣谷幸一博士 

（本處暨高等理論天文物

理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To What Extent Do We Understand 

Pulsars? 

細生 9/12(一) 

14:30 

本所 

2 樓會議室 

曾萬年教授 

（台灣大學漁科所） 

Tracing Fish Life History Trajectory by 

Otolith Fingerprints 

基因 9/13(二) 

11:00 

本中心 

1 樓演講廳 

Prof. James P. Tam 

（Dean,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 Singapore） 

HIV Vaccine - Break Through to 

Develop 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經濟 9/13(二) 

15:00 

本所 

B 棟 110 室 

王泓仁副研究員 

（本所）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ffects on Bank 

Credits – Evidence from Taiwan 

語言 9/12(一) 

10: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 樓 703 室 

魏培泉研究員 

（本所） 

「是否+V(N)P」問句的歷史 

政治 9/15(四) 

14:00 

本處會議室 

（近美大樓 2 樓） 

吳親恩助研究員 

（本處） 

所得分配與政治制度對公共支出增加

的影響 

法律 9/20(二) 

10:00 

本中心第 3 會議室

（B202） 

簡資修副研究員 

（本處） 

故意侵權法的經濟分析－兼評

Landes and Posner 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