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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物理所简报

”
报道

,

中

科院物理所表面物理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王鼎盛
,

一

与美国

西北大学弗利曼教授合作
,

创

造了一种
“
状 公跟踪”法

,

精确

决定过渡族元素的磁性薄膜沿

! 复旦大学探索实验室开放新路子

据复旦大学
《
实验室通讯

》
报道

,

该校应用表面物

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自 ! ∀ ∀! 年 # 月正式开放以来
,

采用

自己试样开展各种物理性质的研究的同时
,
接受访问

学者较长期的合作研究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如在首批 !∃

个开放课题中
,

有很多是以该实验室提供高质量样品
、

对方进行物理和表征为主要研究内容的项目
,

绝大多

数课题获得 了满意的结果
,

并在国内外 一级学术刊物

发表
,

其中部分内容还申请了国家及部委的成果奖
�

% 汤愁苍发现江河水量变化可预测地震活动

据
《
中国科学报

》
报道

,

中科院兰州大气物理所研

究员汤憋苍发现
&
地温高低的变化同降水量大小有密

切联系
,

而降水导致的江河丰水和枯水期又同地震发

生的次数有某种联系
�

他们认为 & 江河的丰枯决定于

降雨的多少
,

大气的降雨主要是岩石圈内部张力和应

力活动而引发的地温变化所致
�

因此
,

人们可以通过

降雨
、

河流水量
、

地温变化来观察地下 岩石圈的活动
,

来预测地震场活动
�

# 刘振兴展望 ∀ ∋ 年代日地空间研究新动向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刘振兴撰文展望

∀∋ 年代 日地空间研究新动向
,

认为 & 在 日地物 理 研

究方面
,

将 日地系统(太阳上层大气
、

行星际
、

磁层
、

电

离层和热
、

中层大气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
,

开展空前规模的国际合作 ∗ 在卫星探测技术方面
,

向日

地空间各不同区域发射科学卫星
,

对整个 日地系统进

行系统灼
、

全面的测量
,

并采用 + 二
,− .

式的多点探

测
,

测量滋场和速度磁度的各个分量
,

计算空间的电流

与 涡度 ∗ 在深测仪器方 面
,

采用新的成像技术
,

如 日冕

成像
、

极光成像
,

提高仪器时间分辨率和空间 分辫率
,

扩大戍像的空间范 围
,

增加物理参 量的测量
,

发展新的

探测原理 ∗数据处理方法方面
,

发 展了一种飞行任务适

应理论
,

包括三类模型 & 磁流体力学 (/ 0 1 ) 模型 ∗等

离子动力学模型 ∗ 大尺度动力学
�

2 复旦多孔硅发光研究又有新进展

据复旦
《
实验室通讯

》
报道

,

从发表在
《3 456 7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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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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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获悉
,

复 旦应用表面物理国

家重
 

氛实验室在 多孔硅发光研究中
,
发现了发光峰位

的钉扎现象
,

并以理论证实这种现象来源于多孔硅的

尺寸量 子化
,

从而进一 步验证了多孔硅发光的量子尺

寸效应
�

∃ 王鼎盛等获多层磁性膜磁各向异性理论 突破

性进展

不同方向磁化时能量差
,

消除以前计算处理中存在的

随机涨落
,

十分容易地计算实际薄膜材抖磁各同异性

性能
,

并揭示这种性能与界面 结构的关系
�

他们用精

确的电子态计算研究了铁
、

钻
、

铜和钻
、

把等表面和界

面
,

发展了有效配位作用模型
,

清楚解释了磁各向异性

和原子性质及其键特性的关系
�

他们的研究结果
,

将

对探索新多层薄膜材料
、

控制结构变化
、

实现强垂直各

向异性具有重要作用
�

> 物理所首次生长铭镶石榴石晶体

据
《
物理所简报

》
报道

,

中科院物理所科研人员
,

采

用提拉法生
一

长出高质量锨稼石榴石晶体
,

是可见和近

位外波段光隔离器的优选材料
,
在国内尚属首次

�

据

报道
,

利用械铁石榴石制成的光隔离器
,

将比 目前人们

所用械玻 璃
、

稀土铁石榴石和其他磁光材料制成的光

隔离器有更高的实用价值
�

? 杨福家畅谈近年核技术应用新特点

中科院学 部委员汤福家认为
,

近年核技术应用出

现两个特点 & 其一
,

应用的内容
、

形式 已发生新飞跃
,
如

工业 8 ≅ 就是典型例子
�

# 个钻 >∋ 源
,

每个钻 >∋ 对准

% ∃> 只探测器
,

一共 ? >Α 只探测器
,

从它们输出的信号

以纳秒速度传到计算机
,

再经过非常复杂的图像处理
,

可测量 以每秒 !> 米速度通过 # 个钻源中心的高 温 无

缝钢管的缺陷及各种参数
�

其二
,

检测的最终能量分辨

率和空间分辨率
,

不再完全取决于检测束的原始能量

和空间分辨率
�

工业 + ≅ 的最终空间分辨率可达 ∋
�

∋!

毫米
,

但从钻 >∋ 源出来的
丫
束直径远远超过 ! 毫米

�

Α 植物所光合作用研究又有新进展

中科院植物所光合室对光合作用光系统 !! 反 应

中
Β

已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获得 新进展
,
在第九届国际光

合作用会议上引起关注和重视
�

他们用相位调制法分

辨出光系统 !! 反应中心复合物在电荷分离重组过程

中
,

尚有两个长寿命荧光衰减组分
,

发现这两个组分与

电荷分离活性有关
,

提出了它们可能来源于不同重组

过程的假设
�

他们还通过多频相位荧光分析技术的
“
硬

件技术
”
和

“
软件技术

”
的应用

,

获得了光系统 ΧΔ 反应

中心各个不同组分的荧光光谱特征
,
还发现光系统 0

反应中心的组氨酸残基受到 光照破坏
�

∀ 中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教授逝世

中国著名科学家
、

教育家周培源教授于去年 !! 月

%2 日 ∀ 时近世
,

终年 ∀! 岁
�

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界

的巨大损失
,

本刊编辑部曾发唁电致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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