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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一届红外加热暨红外医学 

发展研讨会征文通知 

由中国光学学会红外光电器件专业委员会、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红外分会、中国电子学会量子电子 

学与光电子学分会、中国光学学会锦州分会、云南省光学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炉分会、中国电工技术 

学会电热专业委员会、武汉国家红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联合主办，常州市万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承办， 

《红外技术》编辑部、《工业加热》编辑部、锦州海利斯石英工业灯制造有限公司、佛山思纬整水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全国第十一届红外加热暨红外医学发展研讨会，定于2007年l0月在 

常州市召开． 

本届会议主要反映与交流近年来，红外加热技术及红外医学领域的新成果和新进展． 
一

、应征论文范围 

1．红外加热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发展前景的综述、评论文章； 

2．红外加热元件、红外辐射涂料的新成果、新工艺及相关技术研究； 

3．红外与物质相互作用 ，红外加热理论与机理的研究； 

4．各种红外加热装置的优化设计与制造及应用实例剖析； 

5．红外加热测试技术、物质的红外光谱及相关技术的研究； 

6．红外加热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应用等； 

7．红外医学新仪器、新材料、新技术、新成果及国内外发展动向； 

8．红外医学的临床理论研究，监床应用报告及相关的激光、微波、毫米波的研究与应用． 

二、应征论文作者请在2007年8月30日前，将500～800字论文摘要寄到：大连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栾文彦教授收(邮政编码：116023)，并请作者注明详细通讯地址、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和邮政编码． 

三、经审稿录用的论文摘要集，将由《红外技术》编辑部编辑出版发行． 

四、会议筹备组的通信地址：锦州市 l3号信箱中国光学学会锦州分会(邮政编码：121000) 

联系人：王永钧，电话：0416-2650160、21351oo，传真：0416—2135100． 

全国第十一届红外加热暨红外医学 

发展研讨会筹备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