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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是国立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在该领域从事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致力于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的研究发展，

致力于同步辐射光源和自由电子激光大科学装置的研制、运行与利用，致力于核科技前沿交

叉科学的研究与核技术应用。研究所拥有两大园区，分别坐落于嘉定区和浦东张江高科技园

区，占地面积共 700 余亩。 

上海应物所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光源（SSRF）工程的承建和运行单位，

2014 年初，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荣获“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建有“中

国科学院核辐射与核能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微观界面物理与探测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低温超导高频腔技术重点实验室”。201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率先行动”计划，实施“四

类机构”改革方案试点，全院首批共设 12 个试点机构，依托上海应物所成立了中科院上海大

科学中心和中科院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上海应物所成为全院唯一同时承担两个试点的单位，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上海大科学中心旨在依托上海光源和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等大科学装

置，目标是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世界一流水平的大科学中心。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面向能

源安全、促进节能减排等重大战略需求，研究和发展第四代裂变核能系统——钍基熔盐堆核

能系统（TMSR）的相关科学与技术，目标是成为世界级 TMSR 的研究中心。核科技与前沿

交叉研究取得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核技术在材料科学、凝聚态物理、核物理、水科

学、生物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促成新兴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 

 

学科领域： 
 
加速器科学技术  

    我所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学科领域主要致力于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加速器、自由电子激光

以及各类应用加速器的设计研究与建造。其研究涵盖先进加速器的所有挑战，包括复杂的粒

子动力学，磁学、射频系统、超高真空、束流诊断和控制等各种研究内容。 

光子科学  

    光子科学学科领域是我所围绕上海光源以及上海（软）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而发展起来

的新学科领域，以先进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实验方法学研究为核心，发展相应的光束线技术和

同步辐射实验方法学，以及面向生命科学、环境与化学、材料与能源、先进的成像技术及其

工业应用等领域的前沿基础和应用研究。 

核科学技术与前沿交叉科学  

    核科学技术是我所的传统学科，研究重点为：理论与实验重离子物理、功能型新材料等。



前沿交叉科学是我所基于核科学技术和依托上海光源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新兴学科领域，在粒

子束与纳米材料、分子环境、单分子物理生物学、生物传感器与物理生物效应、水科学等学

科方向上已开展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工作。 

核能技术  

    针对未来先进裂变核能的战略性前瞻基础问题，重点开展反应堆物理和工程技术、熔盐

化学、加速器与熔盐堆耦合等钍基熔盐堆的基础和关键技术研究；乏燃料放射化学后处理新

方法、新技术和工艺流程研究；反应堆诊断与控制技术研究;钍铀燃料循环的转化规律及核

化学中子学研究；包括反应堆结构材料、熔盐材料、石墨材料等的核能与反应堆材料的研究

及测试评估等。 

学术刊物： 
上海应用物理所是上海市核学会、中国核学会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分会的挂靠单位；主办《核技术》、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s》、《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报》等学术刊物。 

研究生培养概况 
上海应物所是 198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现设

有核科学与技术、物理学等 2 个专业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点，无机化学专业二级学科博

士研究生培养点，核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化学等 3 个专业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点，还

设有光学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核能与核技术工程、生物工程等 4 个专业二级学科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并设有核科学与技术、物理学等 2 个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截

至 2014 年底，共有在学研究生 402 人（其中硕士生 194 人、博士生 208 人），在站博士后

26 人。在职职工 1162 人，其中科技人员 1005 人。博士生导师 63 人，硕士生导师 92 人，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112 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

术人员 229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22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人；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6 人。 
研究所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科研环境。目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教育在中国

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教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教育基地承担。学位

论文的选题均结合导师承担的科研和开发项目，能为学生开展创新性的论文研究工作提供良

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支持。研究所日益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机

遇，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优秀学生被选派到美国、欧洲、日本、澳大

利亚等国家从事 3-12 个月的国际合作研究。 
 

学位点设置  
    我所设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培养点 2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培养点 5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培养

点 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培养点点 14 个（其中专业学位 4个）并设有 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培养层次  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招生专业）  

博士  

理学  
物理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光学  

 无机化学  

工学  核科学与技术  
核技术及应用  

核能科学与工程  

硕士  理学  
物理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光学  

化学  无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生物物理学  

工学  

核科学与技术  
核技术及应用  

核能科学与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  

 光学工程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专业学位领域名称  

工程硕士  

光学工程  

电子与通信工程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生物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