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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核分析技术为

环境研究提供新手段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 由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

原子核研究所
、

北京大学
、

中国科

学 院地理研究所
、

地球化学研究所以及复旦大

学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共同承担的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

现代核分析技术

研究及其在若干环境问题中的应用研究
” ,

于

�  ! 年 �∀ 月启动
,

现 已取得 了一批重要的成

果
#

第一
,

建立 了可用于稀 土元素
、

铂族元素

铱
、

有毒元素汞的分子活化分析法
,

灵敏度高达

�∀
“  
克 ∃ 克量级

,

为环境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新

手段
�

用分子活化分析法
,

在国际上首次从天然

植物中检测出两种稀土结合蛋 白
,

并初步确定了

其分子量
% 还用此方法揭示了环境体系中稀土元

素的七种结合态
�

关于铱和汞的分子活化分析的

论文
,

被国际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人评为
“

非常

有意义的
”

和
“

有重要贡献的
”
% 为此

,

曾三次在

国际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

第二
,

改进了原有的扫描质子微探针分析系

统
,

使系统的空间分辨率达到 � 微米
,

利用此系

统开展了颇具特色的环境问题应用研究
,

获得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

第三
,

改进了原有加速器质谱分析 系统
,

提高了分析灵敏度
,

现 已 可分析含碳 量低达

�∀∀ 微克的样品中的
’
℃

%
建立 了研究脱氧核糖

核酸 &∋ ( ) ∗和烟碱
、

∋ ( ) 和烟碱的亚硝基衍

生物加合的加速器 质谱分析 法
,

其灵敏度达

� ∃ � ∀�
’

�

从而使我国成 为国 际上第二个 具有

超灵敏分 析方法 的国家
�

加速 器质谱分析系

统研究成果获得 �   + 年国家教委科学进步一

等奖
�

第四
,

在核分析质控方面
,

将中子活化分析

发展成为多种元素的权威分析方法
,

使我国在该

方法研究上居国际前列
,

获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二

等奖
%
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样本库

和第一批微区分析标样
,

对我国核分析技术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项 目组出版专著 ! 部
,

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

文 , , 篇
,

在国际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 次
,

据不完

全统计
,

论文的国际引用大于 +∀ 次
,

还在中国成

功地举办了国际扫描质子微探针会议
�

、�件、三,

羊八井阵列观察到一个

超高能伽马射线天体

据《科技 日报》报道 �  . 年 / 月以来
,

一

个距我们银河系较近的活动星系核 &0全1+ ∀ �∗
,

突然成为天空中国际天文学界发现的最亮的一

个伽马射线发射源
,

是关于国际宇宙线该年的

热门话题和最新成就之一有幸的是
,

我国西藏

羊八井广延大气簇射阵列成为这项共 同发现者

之 一
,

并唯一拥有发射强度 随时间变化的无间

断记录
�

羊八井宇宙线广延大气簇射阵列
,

是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 日本东京大学宇宙线研

究所合作建造
,

以寻找 �∀ 万亿电子伏特以上高

能伽马射线天体为主要 目标
�

羊八井实验组分析

了今年 / 月一 . 月所获数据发现
#

来 自021 +∀�

方向 �∀ 万亿电子伏特的宇宙线在扣除背景之后

存在明显的净增长
�

这是利用广延大气簇阵列的

实验手段
,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天

体
�

广延大气簇射阵列的观测灵敏度虽不及

成像契仑可夫望远镜
,

但它不受天气
、

季节
、

昼

夜 的限制
,

有效观测时间为后者 的 �+ 倍
,

而且

它可以同时观测 � ∃ , 全天 区的所有 天体
�

在

羊八井实验给 出的结果 中
,

0 21 +∀� 在 �  . 年

! 月 � 日及 + 月 / 3 日
,

有两次与 , 月 中的大爆

发相似 的爆发
,

但此期间因夜 间有月光
,

所有

契仑可夫望远镜均无法进行观测
,

只有羊八井

有数据
�

羊八井实验对 021 + ∀� 的成功观测说明
#

由

于高海拔的地理优势
,

阵列型的羊八井超高能伽

马源观测装置已达到一个灵敏度水平
,

如果出现

比较强的高能天体爆发现象
,

它就可以捕捉到
�

目前
,

羊八井阵列在世界上所有同类装置中
,

已

被公认处于领先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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