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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能核物理研究达新高度

据《人民日报》报道
,

在刚刚过去的 �  !年
,

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

实验室又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科研成果
,

标志

着我国在低能核物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

达到一个新高度
。

设立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北京串列

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
,

是我国低能核物理

实验研究的重要基地
,

一批专家学者在实验室

拥有的世界一流的 ∀ 卜 �# 串列加速器上
,

就核

结构及核反应机制
、

合成新核素
、

中子物理学和

核技术应用等领域的一系列国际前沿课题开展

研究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大钊接受采访时说
,

北

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建立 ∃ 年来
,

按照

开放的国家实验室模式运行
,

已有国内近 #% 个

单位完成了百余个研究课题
,

成为我国一个高

效的核科学研究中心
�

从取得的大量成果来看
,

这个实验室的设备和技术处在世界前沿地位
�

在核技术应用研究方面
,

原子能院在 ∀ 卜

�# 串列加速器上建成了国内第一台加 速 器 超

灵敏质谱计
,

广泛开展了地质
、

环境等方面的研

究和分析工作
�

采用被
一

�% 同位素法确定锰结

核的生长速率和深海沉积物的沉积速率
,

为选

定太平洋公海海域铁锰多金属结核矿产资源提

供科学依据
,

并为申报联合国批准我国在太平

洋地区海底资源开采作出重要贡献
�

此外
,

还

在空间科学
、

生命科学等方面展示了广泛的应

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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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维电子气材料研究获皿大进展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
,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所承担的
“

八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新型器件及其超薄层异质结外延材料和 表 面

界面研究
”

的材料子课题已取得重大进展
�

承担

∋ 卷 # 期 (总 #  期)

这一课题的科研人员在项 目负责人之一林兰英

院士指导下
,

刻苦攻关
,

利用引进的分子束外
,

延设备
,

发挥多年来积累的分子束外延工作经

验
,

在该所研制的半绝缘砷化稼衬底上
,

生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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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 + , /
. , 7

一∗ + , −
二维电子气结构材料

不仅在基础物理研究方面有重大意义
,

而且用

它制成的新型器件广泛用于雷达
、

电子对抗
、

光

纤通讯等重要领域
‘

其主要性能参数—低温

电子迁移率是衡量该类材料质量
、

分子束外延

设备和技术水平的标志
�

迄今为止
卜

只有美
、

日
、

德
、

英等科技发达国家十余个研究组实现超百

万的指标
。

我国自 � ∃8 年以来一直徘徊在 6%

万左右
。

这项成果已于 �  ! 年
�

�� 月通过中国科学

院组织的技术鉴定
,

鉴定委员会认为此成果标

志着我国二维电子气结构材料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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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癌症会议

据《北京对撞机通讯》报道
,

香港国际癌症

会议于 �  ! 年 �� 月 &8 日至 �& 月 & 日在著名

的 香 港 会议和展览中心举行
。

这是香港首次

举办这类会议
。

来自 &% 多个国 家 的 ∋ %% 多名

代表参加了会议
�

各国肿瘤研究学者聚集一堂
,

交流最新的研究及治疗成果
,

并且重点讨论了

亚洲地区独特的癌症问题
�

会议的另一个重点

是肿瘤社会心理学
,

主要探讨用跨学科方法对

肿瘤进行控制及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素质等问

题
。

高能物理所有 # 人 出席了这次会议
。

郑志

鹏所长作了题为
“

快中子治癌研究和高能物理

所的快中子治癌装置
”

的报告
,

还介绍了该所
、

特别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所取得的研究

成果
�

与会代表对中子治癌的效果及有关物理

问题很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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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航天器太空相会

据《人民日报》报道
,

�   , 年 & 月 8 日
,

美

国
“

发现
”

号航天飞机和俄罗斯
“

和平
,,

号轨道空



间站在距地面 #  6 公里的空间轨道上会合
�

两

者距离最小达到 9
�

# 米
‘

这是美俄航夭飞行器

械的第二次空间会合
�

�  ∋ , 年美国
“

阿波罗
”

飞

船曾与前苏联
“

联盟
”

号飞船实现对接
�

此次会合开始于
“

发现
”

号和
“和平

”

号都在

以相对于地面每小时 呛
�

∃ 万公里的速度飞行于

太平洋上空之际
, & 月 # 日凌晨进人轨道的

“

发

现
”

号正绕地球作第 6∋ 周飞行
、

而进人轨道已

有 , 年的
“

和平
”

号则在作第 6� &8 # 周飞行
�

在美国东部时间 8 日下午 & 时 &% 分(北京

时间 ∋ 日晨 # 时 &% 分 )后的 �# 分钟里
,

两者的

距离达到 ��
�

# 米
,

会合出现高潮
。

摄自两飞船

乘员舱的实况电视图像显示
,

双方宇航员隔窗

相望
、

招手致意
。

鉴于
“

发现
”

号和
“

和平
”

号比 &% 年前
“

阿波

罗
”

一

号和
“

联盟
”

号大许多
,

会合过程中飞行姿

态的控制更为复杂
,

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丹尼

尔
·

戈尔丁称其为
“

阿波罗
”

登月计划以来最艰

巨的航天飞行任务
。

:�
“

哈劫
”

太空望远镜将换新相机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
,

美国宇航局在对
“

哈

勃
”

太空望远镜进行修复和设备更新工作一年

之后
,

如今又在为这一绕地球飞行 ! 年多的天

文观测仪器准备一台新的照相机
,

以进一步增

强其探测能力
�

新相机的主要作用是增强太空望远镜上现

有的
“

广视野星系照相机
”

的观测能力
。

该照相

机是 由 �  # 年 �& 月初乘
“

奋进
”

号航天飞机升

空的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安装上去的
�

它能够

大范围地拍摄天体图像
,

承担着望远镜 6% 务 的

观测工作
�

与目前最先进的地面天文望远镜相比
,

太

空望远镜对夭体亮度的敏感程度高 �% % 倍
,

摄

取图像的清晰度高 �% 倍
,

其
“

视线
”

所及已从早

先的大约 !% 亿光年增加到 � !% 亿光年
,

因而一

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夭文观测成果
。

借助于新相机
, “

哈勃
”

太空望远镜将为天

文学家提供有关
“

黑洞
” 、

类星体和星系的情况

以及太阳系内的更多观测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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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灭绝原因有新说

据《中国科学报》徐力的文章报道
,

美国宇

航局下属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 目前提出了

有关恐龙灭绝原因的最新 见 解‘ 他 们 指 出
,

8 6 % %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墨西哥尤 卡 坦半

岛之后掀起的尘云便地球大气 中的含硫 量过

高
,

继而导致全球气温的下降以及恐龙的灭绝
�

行星地理学家艾德里安纳
�

奥肯泼和大气

学家凯文
,

贝恩斯估计
,

该小行星撞击地面之

际产生的冲击能量相当于 �   ! 年 ∋ 月间 苏 梅

克一
列维 , 号彗星 &� 块碎片撞击木星表面时释

放出来的能量总和的 7 万至 6 万倍
,

由此掀起

含硫物质和其他尘埃至少有上百亿吨
。

这两位科学家和另外一位美国科学家
、

一

位俄罗斯科学家的联合研究表明
,

小行星的直

径介于 �% 至 &% 公里之间
,

撞击后的地面在至

少 8 个月时间里处于黑暗状态
,

而从落点地区

特有含硫土壤带人空中的尘云经久不散
,

更使

全球气温下降到了接近冰点的程度
。

恐龙灭绝缘于小行星撞击的理论是由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学教授沃尔特
·

阿

尔瓦雷斯于 �夕∃ 。年提出的
,

而支持这一理论的

主要证据则来自在意大利一粘土层中发现的高

含量铱
�

铱在地球上属于稀有金属
,

其高含量

一般出现在小行星和彗星上
�

;  ∃  年
,

美国宇航局的两位科学家在墨西

哥的尤卡坦半岛上发现了由灰岩坑分布形成的

一个半圆形
。

引力和磁场数据表明
,

这些灰岩

坑是直径在 �∃。至 # %% 公里之间的一个巨大陨

石坑的一部分
,

因而该地区曾是数千万年前一

颗庞大小行星的落点
�

∋
�

西方七国讨论 ∗ <

据《科技 日报》报道
,

今年 & 月 &8 一 &∋ 日
,

西方七国政府有关部长将聚会布鲁塞尔
,

讨论

全球信息基础结构 (∗ 7= > + 7 ?9 ≅= Α 3 + Β Χ= 9 ?9 ≅Α + Δ

/ ΒΑ Ε Φ ΒΕ Α Φ ,

缩写为 ∗ 77) 的建设问题
�

通俗地说
, ∗ 9 就是全球信息高 速 公 路

�

它有五条通道 − 一是广播电视 网 Γ二是电话网 Γ

三是移动电话网 Γ 四是卫星通信体系 Γ五是有线

网络(包括有线电视与计算机网)
。

(卞吉 案宝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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