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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凝聚着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
导师们多年心血和汗水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面世了。
这套教材的出版，将对丰富我院研究生教育资源、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肩负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为国家作出基础性
、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技创新贡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使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不
仅要为我院知识创新工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还担负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创新型
国家建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
　　集成中国科学院的教学资源、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坚持教育与科研紧密结
合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在突出科学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重视全面素质教育，倡导文理交
融、理工结合，培养的研究生具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敏锐的科学探索意识、活跃的思维和唯实、
求真、协力、创新的良好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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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粒子加速器技术》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多年授课的
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全书以高能加速器为对象，讨论加速器各个系统的主要技术问题，包括高能加速器的磁铁技术、磁铁
电源技术、高频技术、真空技术、束流测量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电子直线加速器技术和加速器辐射
防护技术等。
　　《粒子加速器技术》反映了当今国际高能加速器科学技术研究的前沿水平，可作为高等院校物理
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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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真空盒来说，拥有好的清洗、装配程序和正确的材料选择，在储存环中热出气只是一个很小
的气体负载，而打在真空盒内壁上的同步辐射光将产生主要的气体负载.正负电子在储存环内运行时，
经过真空盒截面变化的地方能产生寄生的高次模振荡，将引起束流的不稳定性和局部发热，因此要求
阀门、金属波纹管和法兰连接处尽可能光滑过渡。
为了减少真空盒壁阻抗对束流的影响，要求真空盒内壁有好的电导性，有时在真空盒内壁涂一层薄的
电导材料（如铜或银）是必要的。
由于陶瓷部件吸收来自其他真空部件辐射的高次模能量后容易引起过热，造成损坏，因此陶瓷部件应
有好的电导性和冷却方式。
　　在质子储存环中，环绕的高能粒子把气体分子电离，束流产生的正空间电荷电势又使正离子沿径
向加速并打在真空盒内壁上。
一般来说，粒子能够获得几千eV的能量，因而可以有效地解吸真空盒内壁上的气体分子，导致真空系
统压力上升[2]。
对于大的质子储存环，例如欧洲核子中心的LHC（Large Hadron collider），由于有低温真空系统，所
以还必须考虑一些特殊的问题。
质子产生的同步光打在低温壁上会引起低温吸附的气体分子脱附，为了防止同步辐射光直接打在低温
吸附的气体上，要设计特殊的屏蔽罩来拦截同步辐射光子。
而对于散裂中子源的快循环同步质子环，由于二极磁铁和四极磁铁的磁场上升速度很快，在金属真空
盒表面产生涡流。
即使使用很薄的金属真空盒，仍然有很大的热损耗，同时涡流产生的六极磁场分量也会干扰正常的磁
场工作，因此只能采用陶瓷真空盒。
束流通过真空盒时，在真空盒壁上产生镜像电流，为了降低镜像电流的阻抗，陶瓷真空盒的表面要有
高频屏蔽层。
同时，在陶瓷真空盒的内表面还要镀一层氮化钛，用来减小二次电子发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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