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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以支助已达到相当成熟程度的TC项目。

为了与核领域中的物理科学飞速发展的情况相适应，

培训班的课题一直在进行调整。 15年以前，机构培训班以

研究性反应堆或加速器的运行和物理学为重点，现在则以

这些设施如何给应用研究(有时是基础研究)提供多种方便

为重点。

物理科学培训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有核仪器(现在包

括小型计算机的应用) ，核分析技术的应用，以及放射性同

位素和放射性药物的生产和管理。

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对采用核分析技术有兴趣，

所以已成功地组织了多期有关这个课题的培训班。有几期

培训班只指望给学员提供有关各种技术的用途的广博知

识;另一些培训班则专业性特强，仅涉及一项适用于为数有

限问题的技术。尽管发展中国家对这种类型培训班都有良

好的"反应"，看起来专业化培训班产生了最好的长期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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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培训班:

一位技术官员的感想

如何搞好培训班?

Joze Dolnicar 

在原 f能机构，每期培训班由两名工作人员负责:培训

班科的一名成员负责行政安排，有关技术司指定的-名技术

官员负责培训班的科学或技术内容。

然而，要搞好→期培训班，光靠两个人是不够的。实际

t-.还需要许多的肉素:仔细地看一看我所参与的两个培训

班，也许有助 f说明这一点。

加纳， 1980年

原 F能机构在核分析技术方面举办的第 4期培训班表

明了，在培训班的准备阶段和正式举办阶段能够做些什么。

当时，在看了一些非洲国家每年提交给原 F能机构的有关技

术合作项目的建议后得到一个印象，它们对核分析技术应用

方面的兴趣日益增加。这些印象还表明，究竟什么是解决眼

下具体分析问题最恰当技术 核技术还是其它技术，这需

要给予具体指导。在发展中国家，要收集现代技术方面的情

报和文献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产生了组织一期培训班的想

法，其目的在于使参加者熟悉几种核分析技术，了解这些技

术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比较可取的应用领域。这是原子能机

构在核分析技术方面举办的第一期培训班的诞生过程。以

后又组织了许多类似的培训班，但内容和重点稍有修改。

1980年7 月， 16名来自非洲和1名来自拉丁美洲牙买加

的学员，到加纳参加了这期培训班。我记得选择这些学员曾

是那么困难;对机构来说，我们没有举办这个领域培训班的

经验，要做到客观地选择学员是很难的，只能根据申请表上

填写的有时数量不多的信息进行选择。顺便说一句，选择学

员对安排培训班来说是最关键的步骤之一，当推荐国的有关

部门能认真提出他们的候选人时，选择学员就容易多了。在

1980年，我们很幸运:到夸本雅核研究中心受训的学员都是

年轻而端庄的非洲科学家，他们求知欲强，都渴望从培训班

及其教员那里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他们也的确这样做

了。在培训班结业后的几年里，我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仍然

保持着联系，有些学员成了他们国家核分析实验室的领导。

这也许不是用来评价这期培训班的唯一标准，但它是判断这

期培训班的意义的较好方法之一。

这期培训班为什么要在加纳举办呢?如果它在能提供

各种现代化设备的先进国家中的某一最大研究中心举办，收

效是否更好呢?如果那样，当培训班的毕业生返回本国时，

他们肯定得不到先进实验室中的那种物质条件。例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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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得不与欧洲实验室中并不存在的(或现已不再存在的)

许多问题进行斗争，他们不能指望核仪器制造厂商的直接支

持和服务，不易找到工作所需的化学药品。因此，同在设备

齐全的现代化先进实验室进行培训相比，在尽可能接近学员

本同条件下举办培训班，会给学员更有用的和更具体的指

导。

这个培训班比较突出的其它方面有:它具有区域性的特

点;在接近学员日常经历的环场中办培训班，在心理上也可

能是优点。学员们都很坦率，如果他们听不懂我的讲课，就

会键问题打断我。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是办

好学习班的一个重要因素。学b!们积极主动的学习是一个

必要条件。

在技术' "....加纳培训班涉及到中 F活化分析、X射线荧

光、原 F吸收、穆斯堡尔谱学、国态核径迹探测器和许多其它

技术 一一 这对任何一个学员来说都是太多了，以致无法精

通。然而，培训班的目标却是达到了:介绍若干核技术，评价

它们解决某些特殊问题时的优缺点。甚至在先进国家的科

学家中间，我们几乎没有遇见过除了他们正在使用的那种核

技术以外还通晓这么多种技术的科学家。

虽然如此，我个人认为，对这类比较一般和比较概括的

增训班的需求是不多的。当然，每个国家有一ζ，名对核分析

技术具有广博知识的科学家是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要有

一些能干的分析专家，他们已经常撞一项专门技术，并达到

了能准确而可靠地进行分析的程度。每个国家都需要许多

这样的专家:他们受过良好的精训，能出成果。这促使我考

虑办第二期培训班， !!ß 中子发生器应用方面的区域间培训

班，该班子1986年在泰国消迈大学举办。

泰国， 1986竿

机构已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实验室建立了中子实验

室，在协助它们正确而高效地使用中子发生器或小型加速器

方面正进行系统的工作。有了中子发生器，人们就可以在核

物理、面态物理、反应堆物理、放射化学或辆射化学方面进行

实验研究。中子发生器最宦接的应用是快中子活化分析。

机构1978年和1982年在匈牙利举办过有关这个领域的两

期培训班，这两期培训班使机构的工作人员认识到，要对从

事所有这些各不相同学科的学员进行培训是困难的。 一位

反应堆物理学家很难对活化分析感兴趣，他在多学科培训班

里学到的东西也许是有用的，但对他本国的实验室有可能几

乎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决定把1986年在泰国举办的培训

班的重点完全放在快中子活化分析上，并且优先选择那些与

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项目有关的人作为学员候选人。

这个培训班是区域间的。录取学员的条件是，他(或她)

正在中子发生器实验室积极工作。学员不应是初学者，而应

是已掌握某些知识和需要学习更多知识的科学家。对于这

样一个专业化的格训班，由于严格规定了入学资格，挑选学

员是比较容易的。在清迈培训班，所有因素共同起作用，使

培训既紧张又实用:东道国组织得非常出色，学员对本课题

确实感到兴趣，教员在上班时间和班后同学员生活和工作在

一起。显然，只要教员和学员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中子发

生器处都能打成一片，那么讨论和实验的效率就可以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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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nk:ar 先生(右)现在在牙买加参加一个

项目，他在那里的工作重点是一座研究堆及其应用。 本照片

来自德国画 *Albr悦ht Dieter Masuhr 的一幅彩色肖

像画，照片中除他以外，还有金斯放的百印度醉岛大学核科

学中心的 G. c. Lalor 教授(左起第3人)及其同事们。

高。在清迈，教员和学员的界限消失了，我认为教员学到的

东西同学员一样多。这期培训班应作为类似培训班的楷模，

它们具有令人感兴趣的特点，其中二点给我印象最深:

·用于上课的时间不超过35%，其余时间用于实验室工

作。要求学员报告其实验结果，因此，学员的发言是在教室

里这段35%时间中是精彩部分。

·培训班的教学大纲中并不包括任何基础性的练习。

实验室作业所需时间不少于6小时，每次作业部用真实样品

作一比一的实验。

·在这期为时5周的绪训班的最后8天里，把学员分成4

组，每组都有一个专门项目。这些项目的题目是从最新的快

中子活化分析应用中选出的。有一件事也许很能说明学员

对学习的专心:有一个实验需要中子发生器连续运行两夜。

没问题，组织值班，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结束语

一期好的培训班也需要组织一些社会活动。学员也能

够了解东道国的风土人情，接触这个国家的人民，从而使他

们能够开始理解和认识象加纳和泰国那样的一些国家。在

学员之中，他们可以交流有关本培训班的课题的看法，交流

他们的生活和经历，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满载而归。

这些评价和感想也许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机构工

作人员此刻已经对如何搞好培训班的问题找到了完整的答

案。事实远不是这样，确实还大有改进的余地。但现在我们

至少知道了今后的行动方向。我深深体会到机构培训班应

当成为在核领域开展高效而良好培训iI工作的中心论坛。在

这些培训班中设想和试验过的方法，对各国大学和技术学校

的核培训活动，也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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