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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电子能谱站

物质世界在宏观上体现出丰富多彩的电学、磁学、热力学及光学特性，探索和理解这些特性产生的根源则是人类孜孜

不倦予以追求的目标。我们所知道的是所有构成物质世界的元素具有不同名称，但它们却是由相同的基本粒子—电子作为

介质将这些元素聚合到一起的。光电子能谱实验（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就是研究这些电子行为最为直接、也

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

这里举一个例子，单质元素或其合金的超导性（~20K 或 20K 以下）在上世纪初即被发现，其超导机制—电子之间的

相互作用机理—的理论解释则在 50 年后实现。在上世纪 80 年代发现统称为强关联体系的陶瓷材料具有高温超导特性—其

居里温度最高到 160K。而光电子能谱实验研究正是发挥其在理解电子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独特作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研究方向：金属 ( 包括合金 )、氧化物、半导体的表面和界面电子结构；材料表面成分及结构研究；薄膜功能材料的

表面电子结构研究；高温超导材料的表面电子结构。

（6）VUV 实验站

真空紫外（VUV）线站能提供 120 － 350nm 波长的同步光，可开展同步辐射圆二色谱实验，用于研究蛋白质二级结构；

同时可开展发光材料的真空紫外荧光光谱和吸收谱研究，在深空探测、照明及显示领域具有应用前景。荧光光谱实验已实

现远程控制，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实验。

自 2010 年起，实验站开始从事超快 X 射线时间分辨技术的发展，先后承担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预研装置时间分辨系统，

以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结构动力学线站建设，研究物质动态演化规律，在光化学、光物理、动态加载及增材制

造原位动态表征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目前已实现动态加载及增材制造等超快过程的原位、实时表征，实现最高

100kHz 帧频的动态过程的捕捉。HEPS 光源项目极高的亮度和独特的束团模式将给时间分辨领域的应用带来巨大的机遇，

满足一系列国家战略需求。

（7）高压实验站

高压实验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专用同步辐射高压科学研究线站，也是国内第一个真空盒内 wiggler 作为发光部件的光

束线站。高压实验站先后发展了能量色散衍射、角色散衍射、电阻加温衍射、激光加温衍射、单晶衍射、径向衍射、快速

加载衍射等高压实验技术，为物理、化学、材料、地学等众多科学研究领域提供研究手段，并推动了国内高压研究领域的

发展。用户可利用实验站的光源条件和实验设备，通过 X 射线衍射方法研究物质在高压下的结构相变、状态方程、弹性、

织构、熔化等性质，涉及的材料包括高温超导体、纳米材料、超硬材料、矿物、大块金属玻璃、半导体、叠氮化合物、超

分子材料、光功能材料以及软物质等。截止 2020 年底，利用实验装置共发布论文 470 余篇，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

目前实验站同时负责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高压线站和工程材料线站的建设工作，新线站的建成，将极大

的拓展现有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机遇。

（8）光学组

同步辐射装置是一种大型的精密的光学仪器，需要利用 X 射线的各种光学性质来观察物质原子分子分辨的结构，这离

不开对 X 射线进行各种极其复杂又及其精密的光学调制。

多学科中心光学组主要开展同步辐射光学、技术及应用的原理、方法、技术及设备的研究和开发。目前光学组承担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光学系统、硬 X 射线相干散射束线系统、测试束线系统、北京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光学系统等国

家大科学装置项目的工作。当前集中在先进光源光学理论发展（如部分相干光学和衍射动力学等）、关键光学元件研发、

超高精度实验室及在线光学检测装调和诊断技术研发、光束线光学设计、多物理场分析等工作。

（9）正电子谱学及应用组

利用反物质与物质的湮没现象，以电子的反粒子 - 正电子做为研究材料微观结构的灵敏探针，多学科中心发展建立了

以慢正电子束流装置为基础的研究材料微观缺陷结构的多种正电子谱学特色方法。目前正电子谱学与应用课题组拥有国际

先进的慢正电子束流源装置和多种配套测量系统，以及性能先进的各种常规正电子湮没谱学测量系统，如正电子湮没寿命

谱、多普勒展宽能谱和正电子湮没 CDB 和 AMOC 等多参数测量系统。为开展材料科学和各类基础物理研究以及发展相关

延伸技术等提供了科学研究平台，成为我国研究材料表面及其材料内部微观缺陷的变化和分布、以及以膜层结构为基础的

半导体材料、各种材料辐照改性和损伤等涉及材料微结构和电子结构的特色方法，并面向全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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