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克利研究员来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做学术报告 

        

2007 年 4 月 25 日上午 8 点 30 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校兼职教授韩克利博士在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原子与

分子物理省级重点实验室学术报告厅为该学院教师和研究生做了题目为“The effect of 

nonadiabaticity in chemical dynamics（化学动力学中的非绝热效应）”的学术报告。学术报

告由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杨传路博士主持。 

在报告中，韩克利研究员首先为师生详细为什么在有些反应体系中要考虑非绝热效应，

然后介绍了研究非绝热效应常用的方法，最后通过例子 nonadiabatic effect in H+D2， 

intersytem crossing effect in O+H2，charge transfer process in D++H2 and H++D2，spin-orbit 

coupling effect in F+D2 介绍了如何计算他们的非绝热效应。 

    这次学术报告持续了 1 个半小时，对于拓宽大家的科研领域和思路，提高科研意识和科

研氛围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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