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

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
、

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

洪元先生
,
因病医治无效

,

于 � , �  年

�� 月 ! 日在北京逝世
,

享年 ”岁
∀

噩

耗传来
,

他的同事
、

学生和所有熟悉他

的朋友
,

无不感到十分悲痛
∀

我在 � � , # 年大学毕业之后
,
分配

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
,

在朱洪元

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粒子 物 理 的 研

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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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这对于一个刚离开大学的课堂
,

走人这个领域的

青年人来说
,

真是个极难得的机遇
∀

当时在国内能够

到手的关于量子场论和基本粒子的参考书实在是少而

又少
,

能够找到的几乎都是重正化理论问世前的著作
,

如 ∋ ( ) ∗ + ( , 的
《
量子场论

》 、
− . /0 , ( 1

的《辐射场的量子

理论
》
等

∀

讲费曼图的书
,
只有一本俄文的

《
量子 电动

力学
》 ,
内容不错

,

但印刷错误很多
∀

对于毫无基础而

又想尽快进人基本粒子研究领域的人来说
,

这些参考

书是很不解的
∀

从 � � , 2 年起
,

朱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
“量子场论”课

∀

� , , 3 年
,

朱先生与张宗隧
、

谢毓章等先

生 , 在青岛山东大学的一个暑期讲习班上
,

向来自全国

各高等院校的学员系统地讲授“量子场论” ,

把听众从

最基础的出发点带领到当时学科发展的最前沿
∀

这些

课程和这个暑期讲习班
,

是粒子物理在全国范围中第

一次的普及
,
造就了一代的粒子物理学家

,

其影响是很

深远的
∀

两年之后
,

朱先生把他的讲义整理成
《
量子场

论》一书出版
,

这本书成为我国几代粒子物理学工作者

的标准教科书及参考书
∀

我参加的第一项研究工作
,

是朱先生领导的将当

时国外提出来的 4 一5 弱相互作用理论应用于奇异 粒

子衰变过程的研究
∀

在工作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至

深
∀

第一件是在 6 介子和超子衰变几率的计算中
,

最

后都遇到一个不能解析地积出的积分
,

朱先生要我用

数值积分法求出
∀

那时使用的是一种电动的计算机
,

计算速度慢而噪声奇大
,

一人计算
,
四邻为之不安

,

不

能放在办公室里操作
,

只好放在走廊里用木板搭的一

个小7’(8 里使用
∀

我从下午近下班时开始计算
,

干了一

个通宵
∀

那是一个
“
大跃进”期间的夏夜

,

十点钟左右
,

朱先生来了一趟
,
看了看我桌子上的计算表格

,

问我为

什么在小数点后要那么多的位数9 我说是照计算机显

示的结果抄下来的
∀

他只是说了一句话 ∗ “
想想有效

数字
,

不需要那么多位数的
∀
”
我的计算结束后不久

,

朱先生便来上班了
∀

他看了我的结果
,

说是对的
∀

他

把他刚做出来的一个估计的手稿给我看
,
那是把被积

函数在积分限内做了一个很精采的近似
,

所得的结果

与我计算出来的在有效数字的意义上完全相合
∀

如果说这个经历较多地偏重于计算技巧的话
,
那

么另外一件事就完全是物理的了
‘

� , : 2 年苏联的塔

姆院士来访
,

在报告会上介绍了盖尔曼 ;<( == 一> ? )

)≅

和费曼 ;Α却
) Β ?) ≅ 提出的 4 一 5 弱作用理论

∀

在很

告之后的讨论中
,

我站起来想问一个问题
,

就是如果一

个带负电的 厂介子
,

落到原子核的场里
,

它的衰变会

有什么变化
,

可不可以用 4 一 5 理论来讨论
∀

这是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报告会
,

向一位其名字早

就从教科书及文献上知道的著名外国学者提问
,

而且

那天座中大多是国内的前辈物理学家
,

我站起来发间

时未免十分紧张
,

从 厂介子进人物质后的减速讲 起
,

话说得既罗嗦又不清楚
∀

当有人打断我的发问
,

要我

提问简明扼要时
,

我就更慌张了
∀

那天为塔姆翻译的

是朱先生
,

他把话接了过去
,

对塔姆说 ∗ “
这个年青人

想问
,
可否用 4 一 5 理论讨 ‘介子在原子核场的物理

过程
,
例如辐射俘获

,
以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

”塔姆回

答说 ∗ “当然可以
,

这是值得一试的想法”
∀

一个提得

模模糊糊的问题
,

到了朱先生那里便变成如此明确
,

这

种敏锐的洞察力使我极为佩服
∀

塔姆走后
,

戴元本和我在朱先生的领导下计算了

「介子在质子上的辐射俘获
,
在得到的结果中有一个

有趣的情况 ∗ 当 ”一介子和质子组成的状态处在自旋

为零的 Χ 态时
,
辐射俘获过程不会发生

,
除非是通过强

作用的重正化效应
∀

我们的文章在国内发表后
,

朱先

生领导的小组也去了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 究 所
,

分散在几个小组里工作
∀

朱先生继续分析这个选择定

则的原因
∀

后来他和何柞麻阐明了这个原因∗ 在此过

程中
, 4 一 5 理论经变换后起作用的是标量和 腰标量

,

它们禁戒了辐射俘获过程在自旋为零的 Χ 态中发生
∀

从这两个经历开始
,

朱先生敏锐的洞察力与锲而

不舍的工作精神不断予我极深的影响
∀

朱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而又要求严格的导师
,

听

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课堂讲课的人无不为他清晰的表达

与严谨的推理所倾倒
∀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

他对每一

次讲演
,

无论大小
,

都有十分认真的准备
,
都用他特有

的整齐秀丽字体写下讲稿
,

从不潦草
∀

他的算稿和他

的讲稿一样
,
公式和文字都写的一丝不苟

,

连一些临时

推演的手算数字式子也是如此
∀

他的手稿中的文字部

份一般是用英文写的
,
由于青年时代在同济大学的训

练
,
他使用的是哥特式的手书体

,
写得十分工整秀逸

∀

对所讨论的问题从各个角度的剖析
、

对同一结论明不

同方法进行的推导
、

对一些文献的论点的批评意见等
,



便以这些哥特式手书体在手稿里写得清清楚楚
∀

这些

手稿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之间传来传去
,

所起的示范和

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巨大的
∀

学生去见他
,
如果有几天

没见面了
,
他的第一句话

,

往往是
“

工作有些什么进

展9’’;在苏联时
,

人 乡随俗
,
变成

“Δ和 甘.1 印.9
, ,

≅ 如

果有一段时间未见面了
,

他的第一句话往往是
“
最近

在做些什么 9’’学生找他问问题
,
如果经过思考

,

问得有

道理
,

他会十分高兴
,

有时经他提出一两个反间题
,

问

问题的人便有豁然开朗之感
∀

如果问题困难而又有兴

趣
,

他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和学生讨论
、

找文章
、

翻书籍
、

十分认真
。

但是
,

如果问题是
“

未经大脑”的话
,

他会很

生气
∀

也许因为如此才给人
“

严”的印象吧
∀

我到研究所后
,

便和朱先生同在一间办公室
,
开始

也是很感到他的
“
严” ,

很拘束
∀

但是其后不久的一场

讨 沱
,

完全改变了我的感觉
∀

那时正值苏联放了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
,

一天早上
,

朱先生问我
,

如果要收回

地球卫星
,

该怎么做9 我很快算出了应当得到的减速
,

他很高兴
,

又间我如果要放一个卫星到月球
,

该怎么

办9 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了
,

我们讨论了

好几次
,

做了不少的近似
,

才有结论
∀

从此之后
,

我体

会到他在“严”之外的另一面
,
就是对科学问题的由衷

的喜爱
∀

我们讨论的间题
,

固然是以粒子物理居多
,

但

也有不少
“

想入非非
”
的问题

,

例如在
“
大跃进”的年代

,

我们讨论过一个如何更有效地利用 太阳能的方案 ∗ 使

用人造卫星在外太空收集太阳能
,

然后把能量以电磁

波的形式穿过大气层传输回地面
,

应当使用什么样的

波长
∀

有时为了松驰一下
,

朱先生也会提出一个轻松

的问题来讨论
∀

记得那时我们的办公室是朝南的
,
在

冬天的上午
,
阳光斜照进来

,

一直照到靠近入门的地

方
,

满屋生辉
,

有一天早上近中午的时候
,

朱先生说让

我们来休息休息
,

从太阳光的斜射角度来估计北京的

纬度
∀

于是我们在黑板上很开心地做了一番推算
∀

这

时他给人的印象
,

就完全和“严”联系不起来的了
∀

在杜布纳
,

朱先生和他的几个学生虽然分在不同

的组里
,

但经常讨论
,

跨组合作
。

那时理论上最热门的

是双重色散关系
,

有一阵子被推崇得好象是强作用的

终极理论似的
,
只需把它应用于各个强作用现象便够

了
∀

不过朱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
即使对那些名噪一时

的 Ε Ε 方程
, 二Ε 方程等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
在当

时可说是少数派了
∀

那时我和何柞麻
,

舒尔科夫在求

解邱 ;<
∀

Φ Γ ( ∋ ≅ 从双重色散关系导得的 。方程
,

有

一天我发现那个大家都在用的方程其实是发散的
,

起

先我以为自己的推算有错
,

核实了几次
,
都是如此

,

便

告诉了朱先生
。

他说他不满意这些方程
,
因为知道推

导有毛病
,

所以他发展了另一种方法
,

可以避免发散

的
∀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把不发散的方程推导了出来
∀

那年夏天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在 美 国 Η .Ι 加Χ0(
1
举 行

,

舒尔科夫参加了会议并做了报告
,

在他报告的工作中

朱先生的贡献占突出的地位
∀

舒尔科夫回来告诉我们

说
,

邱起先不相信朱先生指出的毛病
,

后来他把 二二 方

程的发散告诉邱
,

邱为之一愕
,

把手放在脑门儿上好一

会儿没说出话来
∀

很快地朱先生在杜布纳的理论家圈

子中声誉鹊起
,

很受尊敬
,

苏联
、

东德
、

捷克
、

匈牙利
、

罗马尼亚的同事
,

都常找他讨论
,

和他合作
∀

中国人

没有父称
,

在俄语中表达不出敬意
,

外国人便简单以

ϑ1
.

Κ(Χ Χ. 1

一词代之
∀

后来朱先生离开杜布纳
,

他的外

国同事还常来信
,
罗马尼亚科学院还请他去访问

,

虽然

没有成行
,

但后来在文革中这件事还是给他带来麻烦
,

连我也牵连在内
∀

� � # ! 年我从国外同来
,

到了所里
,

还是和朱先生

一间办公室
∀

办公室里变化不大
,

只是多了一个保险

箱
,

这时他已经承担了一些国防任务的研究
∀

不久
,

我

去了东北参加农村的
“
四清”运动和下放劳动

,

一年之

后忽然被通知返回北京
∀

到所之后
,

朱先生告诉我说
,

� � # # 年将有一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科学讨论会
,

为了

准备在会议上的报告
,

他要求把下放在农村的一些人

调回所里
,

我便是其中之一 这样
,

我便有幸经历了中

国粒子学界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
层

一

子模型研究

的时期
∀

在 � � # : 年秋夭的一个早上
,

我找朱先生讨论 沪

介子的衰变问题 ∗ 如果按照夸克模型
,

砂 介子是由正

反夸克组成的电中性系统
,
这情况与正电子素 ;�,Λ :�Μ

01 .) /Ν Β ≅ 相似
,
在那里

,

正电子素是由正反电子组成

的电中性系统
,

其衰变也是电磁衰变
∀

如果我们把零

自旋正电子素的波函数拿来
,
将正负电子的参量换成

夸克的参量
,

算出的衰变寿命完全不对
,

到底毛病出在

哪里 9 朱先生笑了笑说
,

当然不对
,

问题出在它们是强

作用力和电磁作用力造成的两种很不同的束缚态
,

在
二。 介子中的夸克处在一个束缚得很厉害的状态

,

而在

正电子素中
,
电子所处的状态与自由电子相去不 远

∀

接着他告诉我他最近把束缚态波函数的概念引到中性

的和荷电的 , 介子衰变的计算
,

还说正在整理他的手

稿
∀

过了一天
,

我便看到他整理出来的关于 砂‘丫Ο 9

和 砂、讨 Ο ,

衰变过程的算稿
∀

我马上认识到这是

一个很精彩的想法
,

通过内部相对运动波函数与粒子

的对称性质相联系
,

而通过整体运动波函数与强子过

程的相对论性质相联系
,

除了通常的对称性质之外
,

还

包含了部分的动力学性质在内
,
这样

,

就能越出当时国

内外对称性的讨论限于粒子静态性质的不足
∀

几年后

戴元本告诉我
,

他也想过正电子素的类比
,
也曾遇到与

我相同的困惑
∀

当年朱先生的想法的确给了我们极大

的启发
。

其后便开始了几个月紧张而又极有成效的协

作研究
∀

钱三强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组织起了很大的作

用
∀

除了北大
,

数学所和科大的人员之外
,

他还把全国

各地许多搞粒子理论的同行请到北京来
,

在中关村原

子能所的阶梯教室里
,

以介绍朱先生的工作开始
,
展开



一系列的讨论
∀

在每一次的讨论会上都有人报告一些

新的计算
,

一些新的发展
,

或是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

得

到许多可喜成果
∀

这些研究的成果
,
最后被发表在一

个题为“层子模型”的专集里
∀

在那个时期粒子理论学界的团结协作精神是很令

人怀念的
∀

:Λ 年代是中国科技大发展的年代
,

当时领

导粒子理论的是张宗隧;数学所≅
、

胡宁;北大≅和朱洪

元;原子能所≅三位先生
,

彭植武先生已转到其他领域
,

所以北京粒子理论学界大多出自三位先生之门
,
但无

论在老师或学生之间
,

都毫无门户之见
∀

一个例子是
,

戴元本是张先生的研究生
,

我们同在朱先生的指导下

计算 厂介子的辐射俘获
,

而同样地
、

多年来我受益于

张先生之处良多
∀

我清楚地记得 � � # # 年初有一次在

数学所的报告会上
,

我有一个定义束缚态的产生及消

灭算符
,

以及把它们纳人一个扩充的正则量子化形式

的发言
,

事先我做了很久的准备
,

满以为能够得到张先

生的首肯
∀

但是未等我讲完
,
张先生眼镜后的目光已

经使我认识到在我的发言中有那么多的原则性 漏 洞 %

张先生的批评以严格与中肯著称
,

但他的提掖与鼓励

和他的批评一样使受教于他的后辈毕生难忘
∀

� � # !年

我回国后第一次见到他时
,

他告诉我他读过我和合作

者在国外发表的那些把数学上 的 ϑΠ
1 。Θ Β ‘) 一

∃/ )8 (� # Κ全

定理用于高能反应过程的文章
,
他鼓励我的话语至今

言犹在耳
∀

我这一代当时的年青人
,

许多或是来自北

大
,

或是在北大进修过
,

大多曾经受教于胡宁先生
∀

从

学校一直到工作岗位
,
胡先生活跃的思想

,

简明的物

理模型和平易近人的作风
,

对我们有着持续的吸引力
∀

“层子模型”的研究便在这种团结和谐的工作气氛中开

展
,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

就取得很大的成果
∀

很可惜
, “
层子模型”的研究不久便被 � , # # 年开始

的
“
文化大革命”打断

∀

那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科学

会议是在政治大风暴的前夕召开的
,

我没有能够与会
,

在写 出并校对好在会议上分发的有关“层子模型”的中

英文校样后
,

我便被通知离开准备大会的民族 饭 店
∀

为此
,

朱先生把我找到他家里谈了一次话
,

叫我不要沮

丧
∀

会后听说
“
层子模型”在会上引起很大的注意

,

后

来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萨拉姆 ;5
∀

Χ?= 。二 ≅ 教授在

会上评论说 ∗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提出的理论”
∀

当时

在极左的思潮下
,

科学论文都是只能以集体署名的
,

而

且这一批
“
层子模型”文章

,

竟成为在文革开始时刊登

它们的刊物
—

《
原子能

》
的天鹅之歌

∀

虽然如此
, “
层

子模型”的一些内容还是传到国外
,

得到高度的评价
∀

例如
,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 ;Χ∀ ∋ “
/) Γ ( 1 Θ ≅在

他的著作
《

最初的三分钟—
宇宙起源的一种新的看

法
》

中写道 ∗ “
北京一小组物理学家长期以来坚持一种

理论
,

但称之为
‘

层子
, ,
而不称之夸克

,
因为这些粒子

代表比普通强子更深一个层次的现实” ∀

另一位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 肖 ;Χ
∀

<=
? Χ

Π. ∋ ≅ 在一个 国 际

会议上说 ∗ “

夸克和轻子两者是否由一组共同的基本

组元组成
,

许多中国物理学家创导这样一种观点
∀

我

想建议
,

将这种假设中的一切物理的组元之称为
‘

毛

子
, ,

以表示对已故的毛主席的尊敬
,

他坚持自然界的

内在统一 ,’∀
“
文革”后期

,

当我国逐渐恢复科研活动时
,

朱先生

便为在中国建立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努力奔走
∀

张文裕

先生
、

朱先生等 �3 名科学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
,

建议

抓紧基础科学研究
,

建造中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
,

此

建议得到周总理的肯定及支持
∀

� � 2 Ρ 年在香山召开

了讨论建造什么样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会议
,

朱先

生从高能物理发展的整体角度上提出许多重要 建 议
∀

会后
,

他协助张文裕先生
,

率团考察美国各地的高能物

理研究中心及瑞士的西欧核子研究中心
,

其后逐渐形

成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方案
,

最后在 � � 3 Ρ 年改定为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能区

选择
、

方案制定
、

以及北京谱仪上物理目标的选定等过

程中
,
朱先生都起了重要作用

∀

� � 3 ! 年秋天
,

我开始

转到同步辐射光源及应用这个领域
,

朱先生对此十分

支持
∀

说来真是惭愧
,
也只在这时我才知道在同步辐

射研究的早期
,

他就在英国做了关于同步辐射基本性

质的相当详尽的研究
,
结果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

上
∀

在 :Λ 年代的文献中
,

朱先生的这个工作经常被引

用
,
但在新的一代人中知道的便不多了

∀

� � 3 # 年在北

京开了一个
“
同步辐射及应用”暑期讲习班

,

我在报告

里介绍了朱先生的早期工作
,

并将他在英国皇家学会

会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复制印发
∀

在读了这篇 文 章

后
,

许多国外来的著名科学家纷纷向朱先生致意
∀

在

讲习班的招待会上
,

斯坦福大学的温尼克 ;−∀ ∋ /) /ΙΣ ≅

教授特别找到朱先生说 ∗ “

能够认识到在同步辐射发

展早期就作出开创性工作的同行
,

实在感到荣幸,’∀

朱先生对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十分关心
,

每

次我们见面
,

他都要详细询问我这里工作的进展
∀

每

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

我自然

而然地便会去找他
,

因为我知道会从他那里得到精神

上的支持的
∀

当北京同步辐射实验室初具规模时
,

我

们的年青人成立了一个学术组织 Τ” Φ= ΝΓ
,

;这是取

青年工程师及科学家俱乐部的英文 Τ. Ν) ΘΧ Υ 叩/)
( ”1 Χ

ς Χ( /( ) 0ΧΧ0 Χ ,

( =Ν Γ 的字头简写≅
,

每周定期组织学术活

动
∀

朱先生大力支持 Τ Υ Χ Φ= ΝΓ 的活动
,
现在在同步

辐射实验室报告厅的墙上
,

还挂着好些朱 先 生 参 加
Τ Υ Χ Ι= ΝΓ 学术活动的照片

∀

朱先生的支持
,

大大地鼓

励了我们的年青人
∀

他对年青一代的关怀与扶持之心

毕生不渝
∀

在他的晚年有过这样一件动人的故事 ∗ 有

一位被提名授予中国的一个最高物理学奖的侯 选 人
,

在评审中有异议
,
被搁置起来

∀

此事交到朱先生手上
,

他用近一年的功夫
,
以他固有的严谨的态度进行了广

泛周密的调查
,
作出异议不成立的结论

∀

事后这位得



户身
∀

艺日艺罗湘
∀

月巾岁

探测器的发展趋熟

每年都有探测器的改进和新品种出现 , 但这些创

新对物理研究的影响是有限的
∀

许多年 Ω人的巨额投

资
,
以及今天大型实验对资金的需求

,

使得构思新探测

器的热情有所冷却
。

然而
,

正在制造或计划制造的一

些巨大的探测器
,

体现了那些曾被认为是革新的但无

成功保证的构想
∀

制造探测器的各组
,

常是最活跃的

研究中心
∀

径迹测,

由碰撞产生的粒子的轨道
,

可由固体或气体探测

器确定
∀

联系到仅具短寿命的稀有粒子
,

空间精度及

价格的降低
,

就 日趋重要
∀

现在建立的半导体微条
、

及电荷藕合器件 ;Ι Φ Ξ ≅

的技巧
,
已可在一个平面 内把粒子轨道测准到 郊叭

微条最初的缺点是大面积电子学引起的过热
,

但

这已被高密度低价格集成电路的出现所减轻
∀

Φ Φ Ξ 的

显著优点
,

是导致了高数据率读出的改进
∀

固体漂移

室读出较简单
,

看来也有希望
∀

尽管出现了固体探测器
,

对较传统的气体探测器

仍令人感兴趣
,
因为它机动灵活

,

且易大面积建造
∀

升

高气压可提高精度
,
在 ! 个大气压处出现最佳值

∀

原则上
,

可把电离束团的位置测准到  Λ拌Β ,

困难

来自丝的几何形状
,

及对非严格平行于丝平面运动的

粒子的测量距离
∀

对平行于阳极丝的径迹已定 准 到

#。户Β 左右
∀

现在努力改进测量精度的新技术有 ∗ 测量分立的

各电离电子束团 Ψ 将各漂移管分成小组 Ψ 在易互换的碳

管中装多根灵敏丝
∀

其他进展集中在改进沿丝方向的

位置测量方面
∀

直观探测器

用全息技术 , 已将光学泡室径迹的精度提高到了

用, , 阅从含 叫∀ 弓, 心嘴》月卜 , 月洲含 门曰今 叼卜心加∀ 洲含门目, 闷洲, 月叫合叫卜心》阅卜招, 明卜心, 口叫》 叫∀ 咬 , ‘卜Ζ 州卜 门合 , 曰之, 川卜心 令
‘

合
月∀ 碱之∀

�即Β
∀

但是
,
泡室的局限性在

于许多相互靠近的径迹难以 处

理
,

这使人们倾向于用流光室

替代它
∀

用激光照射
,

可使电

离雪崩减小
∀

在触发信号产生

前
,

因 电离电子的扩散使精度

受到损失
∀

有一聪明的办法可

克服这个缺点
,
即把电子暂时

粘附在重的氧离子上
,

然后用

激光辐照再把它去掉
∀

在西欧核子中心的其他开

发中
,

包括将雪崩电子俘获在

聚脂薄膜上
,
然后用合适的着

色剂进行静电显影
,
给出径迹

的
“
复制品 ,’∀

闪烁光纤
,

是现今热门的

新材料
,
既可用于径迹测 酸

,

也

可以埋进重物质中进行 电磁量

能测量;能量沉积测定≅
∀

西欧核子中心对撞机上的

Δ 5 [ 实验
,

现已更新为塑料闪

烁光纤
,

费米实验室开发应用

了玻璃光纤
,

萨克莱发展了铅 Ω

光纤量能术
∀

量能术

在能量沉积的测量中
,

许

多干发集中在改进几何形 状
、

降低价格及提高能 量 分 辨 率

上
∀

液氢量能器的珍品前不久

已问世
,
现在的工作是寻找电

离特性更合用的液体
∀

奖的物理学家满怀激动地说 ∗ “
比起在科研道德上的

得到澄清
,

得奖就显得不是主要的了,’∀

朱先生病重住院后
,

对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

的关心毫不稍减
∀

他唱终前有一段时间精神十分不好
,

神智显得不大清楚
。

他神智恢复的第一天我正好去探

视他
,

他的一个鼻孔里插着胃管
,

说话很不方便
∀

我走

到他的跟前
,

他认出了我
,
困难地问我同步辐射实验开

始了没有9 我告诉他这一轮的专用光实验开始了
∀

他

又间外来的用户多不多
,

有些什么意见 9 看着他消瘦

的脸孔和十分困难的说话动作
,

我的眼泪几乎掉了下

来
,
呜咽已经到了我的喉头

,

有一阵我只是握着他的

手
,
过了好一会儿才敢开口说话

,

告诉他在做实验的以

外单位用户占多数
,
以及一些实验进行的情况

∀

‘

人事有代谢
,

在来成古今
。

朱先生离开我们去了
,

但是他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对祖国建设的献身精神与

对科学的终身追求
,

将永远鼓励我们
,

特别是他曾经如

此地关怀过的青年一代物理学工作者
∀

用光敏液体渗人液氢
,
可提高电子产额

∀

但对西

欧核子中心 Δ 57 实验中的新量能器
,

人们正努力寻

找可在室温运行的合适材料
∀

分辨粒子的
“
新 ”方法中

,
现正在用 的有穿越辐射

探测器 ;已有最佳设计 ≅
,

及环象契仑可夫
∀

西欧核子

中心
、

新正负电子对撞机 ∃ Υ ϑ 上的 Ξ Υ ∃ ϑ− 7 探测器
,

将安装 � ΛΛ > ’
的环象契仑可夫

∀

在量能术中
,
重闪烁体 ;如 ∴ < Ζ ≅ 能改善能量分

辨率
∀

开发工作的成果
,

使 ∃ Υ ϑ 上 ∃ Ρ 实验中的 ∴ < .

价格大幅度降低
∀

但传统又廉价的碘化物仍然诱人
∀

氟北钡是新材料
,

能使闪烁光子在丝室中被测量
∀

这可能前进一大步
,

即将重固体对光子的阻止本领与

丝室灵活多变的探测结合起来
,

使能量沉积定域化
∀

西欧核子中心
,

正在研究一种新的简单探侧器
,
它

发出光而非电信号
,

使电离雪崩定域化
∀

许多工作是

寻找最佳几 河形状
、

混合气体 ;惰性气体与三乙胺 ≅
,

看

来成效在即
∀

;张英平 摘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