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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地用非成像的

准直调制探测器实现了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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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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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晓毅首次研制 “ 公里长距离光纤温度传感

器

据报道
,

我国旅英学者鲍晓毅在英国肯特大学工

作期间
,

研制出 .� 公里长距离光纤温度传感器
,
在国

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

该传感器的特点是监测距离 长
、

灵敏度高
、

反应时间快
,
距离分辨率为 . 米

,
温度分辨

率为 � 度
,

由于采用普通单模光纤
,

可用于光纤通信
,

他还研制出 // 公里长距离应力传感器
、

同时用于监测

沮度和应力的传感器
、

新型防火报警系统等
,

/ 陈建生预言 /� 世纪夭体物理学发展

据
《

中国科学报
》

报道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建

生在一篇题为
“
/� 世纪的天体物理学

》

文章中认为 0 朴

世纪天体物理学将要用更令人信服的观测结果
,

更严

格
、

更自洽的理论来确立宇宙的演化链
,
现在的宇宙演

化模型也完全有可能被新的观测事实所推翻而导致演

化学说的再一次飞跃
,

关于暗物质的本质
,

陈建生认

为 0 如果暗物质不是死亡的恒星
,

则可能是某种基本

粒子
,

它的成分的确又直接关系到粒子物理中的大统

一 理论
,

因此暗物质问题是天体物理与理论物理学家

所共同关心的焦点
,

他指出 0 引力波存在的被证实和

引力波探测技术的发展
,

将能够最终弄清楚暗物质的

本质及其分布
,
因为引力波直接与质量及其运动相联

系
,
/� 世纪在引力波的探测及其应用方面应当会有重

要突破
,

1 冼鼎昌主持的国际会议报道同步辐射新应用

据报道
,

由学部委员冼鼎昌主持的
“
同步辐射在晶

体学中的应用”国际会议
,

报道了当前晶体学方面同步

辐射应用 的新动向0 ∋+) 随着二
、

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

出现
,

光学元件承受的辐射热负载大大增加
,
冷却方法

和手段已成为一门发展很快的技术 2 ∋/ )时间分辨的晶

体学结构研究正成为同步辐射应用的重要方面
,

其中

白光 3 0

45 方法扮演着重要角色
,
它对探侧手段的时

间分辨提出了挑战
,

除了成像板探测器外
, − 光电视探

测系统目前已在日本研制 2 ∋1)高压技术正在逐渐成为

成果选出的实验科学技术 2 ∋& )超晶格多层膜等人造周

期结构材料的漫散射和掠人散射
,

可提供界面和周期

内部平面的结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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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7 匕京对撞机通讯
》

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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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家祯
、

赵寿元畅谈 6 8 # 双螺旋结构发现

的意义

据
《

中国科学报9): 及道
,
学部委员谈家祯

、

复旦大学

教授赵寿元在去年纪念 6 8 # 双螺旋结构模型 发 现

&; 周年之时
,

撰文畅谈 6 8 # 发现的过程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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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
杂志发表的

《

核酣薪自分子结构一

脱氧核塘核酸的结构
》
一文

,

是
“
犹如穿过云层的万道

霞光
,

照亮了整个遗传学领域
,

指引着人们去探究生命

本质的奥秘”
,

“ 6 8 人 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影响已 远 远

越出了遗传学的范畴
,

足可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

学说的历史功绩相媲美
,

”他们认为
“
回顾 6 8 # 双螺

旋结构发现的过程及其意义
,
可以从中得 到 一 些 启

迪”
,

他们指出
, “
必须充分重视基础研究和价值气

“
基

础研究重在积累,’2
“
发展基础研究需要智力的组合,’,

谈家祯
、

赵寿元强调说 0 “

我们正面临生物科学大

发展的时代
,
生物学正朝着从定性到定量

,

从实验到理

论
,

从描述到数理模拟
,

从分析逐渐回归到综合的方向

前进
,

所有以生物为研究对象或实验材料的学科和交

叉学科已在形成一门
‘

大生物学
’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生

物学将成为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
,
/� 世纪将是生物科

学的世纪
,

这将激励我们为探索未知的生命奥秘
,

能

动地改造生命世界而努力拼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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