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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来高能所作学术报告

据沈建平报道
, �   ! 年 �∀ 月 �∀ 日上午九

时
,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

政道教授应郑志鹏所长的邀请
,

在高能物理所

报告厅作了题为
砖

科学的挑战
—

从中国的古

代到现代
”

的学术报告
。

报告会盛况空前
,

高能所和研究生院等单

位的四
、

五百人聆听了报告
‘

李政道教授以他

渊博的学识
、

幽默诙谐的语言
,

从公元前 �# 世

纪新星的发现到 目前 ∃ % &∋ (
)陶∗ 质量精确

测量的成就
,

讲到科学挑战中机遇难求 +他又引

证最近在美国 ,− . ∋ 召开的 卜‘ 工厂国际会

议得到的结论 ( 即使在 / ∀ ∀ ∀ 年 ∃ 介子工 厂 建

造以后
, 0 一‘

工厂建造仍有重要意 义 + ∃ % &1

的成功在于它抓住 了机遇
,

做出了世界水平的

物理工作
,

而
( 一 ‘

工厂则是 ∃% &∋ 的自然延

伸
,

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面临的一个新机遇
�

他

在科学地阐述了 ∃% &∋ 下一步为什么要 选 择
2 一‘ 工厂的同时

,

还强调了
0 一 1

工厂需要国际

合作的必要性
,

并且提到如果中国 带 头 建 造
2 一‘ 工厂

,

美国和 日本将积极参与此项合作
�

李

政道教授精采的报告赢得了大家热烈的 掌 声
,

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

报告会由郑志鹏所长主持
�

出席报告会的

有何泽慧
、

谢家麟
、

何柞麻三位院士
,

以及叶铭

汉
、

郑林生
、

霍安祥
、

王书鸿
、

黄涛
、

赵维仁等
�

/
�

第 /3 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在英国召开

本刊讯
,

两年一次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于

�   ! 年 3 月 / ∀ 日至 /3 日在英国格拉 斯 哥 召

开
, � � ∀∀ 多名高能物理学家出席了会议

�

这次会议总结了两年来国际高能物理学的

最新进展
。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费 米 实 脸 室

∋ 4 5 组宣布有 �/ 个事例可作为顶夸克 , 存在

的实验证据 )仍然不说是发现了顶夸克 ∗
�

顶夸

克的质量约为 63! 7 8 9
,

即与金原子核一样重
,

顶夸克与上夸克和下夸克等 : 种夸克属于同一

层次
�

上
、

下夸克组成质子和中子
,

而质子和

中子是原子核的基本组成成分
。

顶夸克几乎是

上
、

下夸克的几万倍重
,

这就令人费解
�

人们不

禁要问
,

质量的起源来自何种机理 ; 底夸克 <

是 � 3 3 年发现的
,

与顶夸克同属于第三代
�

两

年来对底夸克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
(
测定 了含

< 夸克的介子和重子的寿命
,

还测 定 了 企 鹅

图贡献的 < , =� 的分支比
,

且确定了弱作用

∋ >? 矩阵元中的 9
。、�

除了对第三代夸克 <

和 ≅ 的研究有重要进展外
,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

进展是对质子内部结构的研究更深人了
�

Α∀ 年

代初人们认识到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

成的 + Α∀ 年代末
、

3∀ 年代初进而认识到质子内

部的部分子 结构
—

有很多海夸克 和 胶 子 组

分 + 而后又认识到夸克和胶子通过色相互作用

组戌强子 + 近年来通过高能 电子
一
质子相 互 作

用
,

进一步揭示了核子内部的海夸克和胶子的

性质和作用
,

特别是小
Β 区域结构 函数的一些

性质
�

标准模型理论
,

无论是弱电统一模型还

是量子色动力学
,

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

例

如
,

理论上计算弱电辐射修正与西欧中心 − % &

的实验结果相比
,

初次表明中性中间玻色子衰

变为一对正
、

反底夸克的分支比偏离了标准模

型理论的预言 + 格点规范理论计算了许多与实

验可比的衰变常数和跃迁矩阵元
�

在中微子物

理
、

高能天体物理
、

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也都

有所进展
�

找国有 Χ 名高能物理实验和理论物理学家

出席这次会议
�

其中 # 名应邀在分组会上做了

学术报告
�

李金和张长春代表 ∃ % , 合作组分

别报告了
“

刀价 和 训 衰变的最新结 果
”

秘
“4 ,

的轻子衰变结果气 黄涛报告了他与 罗 传

望合作的
‘

,6= Δ Ε 0 一Φ Γ= Η 函数对轻夸克的依 赖

性
” 。

这三个报告在会上都受到国际同行 们 的

注意和好评
。

大会期间
,

国际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召

开了全体委员会议
�

高能物理所所长郑志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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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陈和生代表我国报告了 �   , 年在 北 京

召开国际轻子
、

光子会议的筹备情况
�

全体会

议一致通过决议
,

同意第 �3 届国际轻子
、

光子

会议 �   : 年 Χ 月在北京召开
�

预期将有来 自

世界各国的七
、

八百名高能物理学家聚会于北

京进行学术交流
�

#
�
公一∋ Ι ϑ 0 Κ 工厂国际讨论会在关国召开

据黄厚昌报道
,

�夕夕! 年 Χ 月 巧 日至 �Α 日
,

0 一∋ Ιϑ
0 Κ 工厂国际讨论会在美国斯坦 福 直 线

加速器中心 ),−. ∋ ∗ 召开
�

与会代表 ## 人
,

来自世界重要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和大学
,

其中

有许多著名理论
、

实验和加速器物理专家
,

例如

李政道
、

Λ ΓΗ Ι ≅Η 0
),−. ∋ 所长 ∗

、

&ϑ Μ 8 Ν=Ο Π )美

前总统科学顾问
,

北京正
、

负电子对撞机顾问 ∗
、

&Η
0 Θ )发现

了
轻子的实验组的领导者 ∗

、

7 ΓΘ Κ 姐

)美国原 ,,∋ 副所长∗和 ,Ο 0 ΓΜ =Ο Π )苏联科学

院院士∗等
�

这次会议的名称为
“

在 ∃ 介子工厂

建成之后 卜 ∋ Ιϑ
0 Κ 工厂的地位

” ,

旨在讨论在

有 ∃ 介子工厂的情况下
,

建立
0 一∋ Ι ϑ0 Κ 工厂

在物理上的必要性如何
�

中国由郑志鹏率领 ,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做了报告
。

这次会议经过两天的学术报告 和 热 烈 讨

论
,

一致的结论是 ( 即使
‘

/ ∀ ∀ ∀ 年美国和 日本的

∃ 介子工厂建成后
, ( 一∋ Ιϑ

0 Κ 工厂的建造 仍

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
�

其原因在于 ∃ 介子工厂

和 ( 一
1 Ιϑ

0 Κ 工厂的能区不同
,

二者可相互 补

充而不可相互取代
�

∃ 介子工厂的专长是研究

< 夸克
,

虽然也可产生
(
轻子和集夸克

,

但不在

阐和共振区
,

因而本底大
,

系统误差大
�

只有利

用 ( 一∋ Ι ϑ0 Κ 工厂
,

才能精确地研究
公
轻子和

架夸克的特性
。

大会进而还指出
,

有三方面的

物理内容只能在
( 一∋ Ι ϑ0 Κ 工厂进行 ( )Θ∗ 寻

找并确认胶子球和混杂态 + )/ ∗ 利用纵向极化

束研究
0
轻子系统的 1 & 对称性破坏 + )#∗ 集

子素结构系统的研究
�

会议认为
二一∋ Ιϑ

0 Κ 工厂的能区可设计在

#一Α 7 Η Ρ ,

亮度要达到 � ∀##
Σ

1 Κ
,

一 )即比北京

正
、

负电子对撞机的亮度高一百倍 ∗
�

要达到这

一设计指标原则上是可行的
,

但技术难度大
,

需

要加速器和实验物理学家们努力
。

, 卷 一 期 )总 # , 期 ∗

会议还认为建造
0 一∋五ϑ 0 Κ 工厂是中国高

能物理发展面临的一个机遇
,

它是北京正
、

负

电子对撞机的 自然延伸
,

而且可以利用现有的

直线加速器作为注人器
。

如果中国着手预制研

究
,

在 ( 一∋ Ιϑ
0 Κ 工厂的国际合作上开了头

,

则

可望于 /� 世纪初在北京建成国Θ琢合作的 高能

物理实验室
。

!
�

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应用的新发展

据《物理所简报》报道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的需要
,

科学家们几十年来致力于电子显

微学的应用研究
,

使之能观察更微小的物质结

构
,

甚至是单个原子
,

并力求从试样上获得更多

的信息
,

以便对其进行各种研究
�

中国科学院

院士
、

物理所研究员李方华和范海福在理论与

方法上探索测定微小晶体结构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

�   ! 年 3 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电子显微

学会议上
,

李方华被邀请与会作特约报告
,

介绍

他们这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

并应邀在关于
“

为什么要达到和如何达到 Θ 埃分辨率
”

的物理

讨论会上作了发言
,

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

在 �   # 年和 � ,  ! 年的国际电子晶体学讲习班

上
,

她也被邀请担任教员
,

向世界各国的电子

显微学工作者讲授他们建立的高分辨 电子显微

图像处理理论与方法
�

:
�

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

据《超导通讯》报道
,

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

扩大会议于 �   ! 年 Χ 月 �Χ 日至 /∀ 日在北京召

开
,

全体专家和顾问
、

部分攻关单位负责人
,

以

及国家科委
、

科学院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

会议总结了 勺又
�

五
”

规划开始以来三年多

的工作情况
,

着重讨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

并研

究了
“

九
�

五
”

规划的初步设想
�

与会者一致认

为
,

近三年来国内有关单位在有限经费的支持

下
,

做了大量的工作
,

在基础理论
、

材料制备和

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

但与国

际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

主要表现在
(
基础理论研

究缺乏创新性 + 缺少高质量的样品也使物理研

究难于走上新的水平 + 材料研究方面一些基本

问题仍未搞清楚 + 应用工作开展得很少
�

随着

)下转第 /‘页∗



她用物理的情趣

她用知识的力量

引我们科苑揽胜

助我们奋起攀登

欢迎订阅《现代物理知识》

Τ 《现代物理知识》创刊于 �  Χ  年元月
,

是一 学手段的现代化问题
,

不少人希望本刊能为这

份中
、

高级科普杂志
,

侧重于介绍现代物理知 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教学改革活动做出应有的贡

识
、

物理学前沿的最新成果与发展动态和有关 献
,

为不负众望
,

我们出版了 �  ! 年
“

现代物理

物理学的新技术及其应用
�

知识与教学现代化
”

增刊
�

北京大学
、

清华大

Τ 《现代物理知识》由中国科学院主管
,

中国 学
、

中国科技大学
、

北京工业大学
、

北京师范大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办
,

科学 出版社出版
�

学等高等院校
,

以及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

Τ 《现代物理知识》
,

双月刊
,

国内邮发代号 和教授为这期增刊撰文
�

我们相信
,

这些文章

/ 一 Χ/ ! ,

国外代号 ∃? Α∀  ,

国内外发行
,

各地邮 对正在从事物理教学现代化的大专院校的教师

局均可订阅
,

每期定价 �
�

:∀ 元
,

全年 夕
�

∀ ∀ 元
�

定能有所启迪
�

Τ 本刊编辑部办理邮购
(
每期 /

�

∀ ∀ 元
,

全年
“

现代物理知识与教学现代 化
”

增 刊
,

�Α

��
�

∀ ∀ 元
,

合订本 /∀
�

∀∀ 元
,

均含邮费
、

包装费
�

开
, / ∀∀ 页

,

定价 Α
�

: ∀ 元 )含邮资∗
,

由本刊编辑
Τ 鉴于 目前全国高等和专科院校

,

以及有关 部办理邮购
,

欲购者请汇款至
( �∀ ∀ ∀ #  

’

北京

教育部门
,

正在研讨理工科物理教学内容和教  �Χ 信箱《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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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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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电离时所需的最小能量 ∗ 附近的原子双电 道
,

得到了各国科学家们的广泛重视
�

这是我

子高激发态激发光谱
�

通过对这些光谱的理论 国在基础研究中又一达到国际先进 水 平 的 领

分析
,

可以发现在原子双电子高激发态中存在 域
�

着普遍的由强烈的电子关联作用造成的轨道杂 库仑场中的三体问题是原子物理中一颗闪

化现象 )单电子轨道不再具有确定的宇称和角 闪发光的宝石
,

其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原子物

动量 ∗
,

轨道杂化的程度强烈地依赖于电子关联 理领域
,

对于分子物理来说
,

它具有同等的重要

作用的强弱
�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发现
,

原子双电 性
,

在许多化学
、

生物反应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子高激发态的激光光谱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 的电子交换过程实际上也是这种关联作用的直

分子光谱中所特有的振转光谱特征
,

这一现象 接结果
�

给予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

即原子双 电子高激 库仑场中三体问题的解决
,

将使人们在最

发态与分子的结构具有相似性
,

这使人们有可 终解决多体问题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
�

目前实

能将二者统一到同一理论框架中来
�

对以上这 现这一 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

需要更多有志的

些成果清华大学的许祥源教授在第七届国际共 青年科学家投身这一领域
�

振电离谱学会议的大会邀请报告上 进 行 了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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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超导研究的深人
,

我们的差距也越加明

显
,

特别是基础性工作上的差距
�

因此
,

今后仍

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
, “

九
�

五
”

规划要提

出有竞争力的明确的攻关目标
�

, 卷 一 期 )总 # 3 期∗

)卞 吉 秦 宝 编∗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