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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加速器理论与设计》

前言

本书是在唐靖宇研究员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编著的，曾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学
习加速器理论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回旋加速器特别是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理论，
并以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系统的注入器SFC和主加速器SSC两台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为例，全面地介绍该类
型加速器的理论、设计特点和设计方法。首先，一般性地介绍了粒子加速器尤其是回旋加速器在原子
核物理及粒子物理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在其他应用学科中的作用，加速器尤其是回旋加速器的发展史
和发展趋势。在第2章中一般性地介绍了加速器物理的研究方法和带电粒子束运动的相空间理论，以
及采用相空间理论在理解加速器的物理图像以及在设计初期对某些重要参数的评价和估计方面的必要
性，也介绍了进行实际加速器设计中常用的束流轨道数值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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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旋加速器理论与设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回旋加速器的理论，并以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系统的注入
器SFC和主加速器SSC两台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为例介绍该类型加速器的设计特点和设计方法。
《回旋加速器理论与设计》分为九章，分别介绍回旋加速器的发展历史和应用方向，加速器物理的研
究方法和带电粒子束运动的相空间理论，经典回旋加速器理论，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理论基础，等时
性磁场的建立，束流注入和中心区，束流引出，多级加速器的匹配考虑，以及回旋加速器的近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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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9年，E.Rutherford用a粒子轰击氮核首次实现了人工核蜕变，于是利用放射性射线轰击原子核来研
究核现象的方法受到广泛重视和使用。同时人们也提出了建造加速粒子装置的要求，因为天然射线源
提供的粒子种类少、强度不大、能量低且不可调。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希望有种类多、强度大
、能量高的粒子源，可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粒子加速器的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个需求而展开的。人们
想了很多办法，如采用高压静电的Van Der Graff装置、采用串联变压器的高压倍加装置以及E.O
．Lawrcncc发明的回旋加速装置。Lawrence在1930年建成的第一台回旋加速装置只有几英寸（1英
寸=2.54厘米）大，1932年实现核蜕变实验的回旋加速器的磁铁极面直径也只有11英寸。随着这种加速
方法获得重视，回旋加速器的规模越来越人，获得的粒子能量越来越高，粒子种类也越来越多。但随
之也出现了许多理论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如相对论效应、束流聚焦、共振效应等等。随着这些问题的
解决，回旋加速器也就获得了不断的发展。在回旋加速器发展的同时，其他类型的圆形加速器也获得
了发展，并不断有新型结构的加速器出现，如稳相加速器、同步加速器、等时性回旋加速器、对撞机
和冷却储存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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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旋加速器理论与设计》可作为粒子加速器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学习加速器物理的参考书，也可供从
事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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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一本书，推荐
2、看起来还不错，印刷质量也很好，但是觉得确实贵了点，讲解不是很非常的细致
3、理论太多，实例太少。
4、实践经验的提现。不错！
5、本书较详细的介绍了回旋加速器的基本理论和在粒子研究中的应用，唯一不足的是没有涉及小型
医用回旋加速器的应用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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