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和等时方程计算了基态赓标介子的质量谱和衰变常

数
,
这里势函数是在背景场理论中计算出来的

,

它包括

了四维真空凝聚修正
,

我们得到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和

势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
。

�
�

夸克之间相互作用势的研究
�

我们除了计算包

括四维真空凝聚修正的势函数以外
,

还计算了包括六

维真空凝聚修正的势函数
,

这些势是短程力
、

中程力和

长程力的一个混合
�

前 者 在  � !∀ 。
�

#∃ %
�

后 者 在

 
·

! ∀  
·

& ∃% 范围内与唯象势基本符合
�

我们知道
,

所

有的唯象势在  
�

! ∀ ∋∃% 范围内有几乎相同的形状
,

这

是由实验数据决定的
�

这表明我们计算得到的势在中

程范围内是可信 ,这正体现了 #( ) 的原有设想
,
即非

微扰效应修正在中程区才可靠
。

∗
�

+ 一 # 方程精确解
�

我们首先把积分 形 式 的

+ 一 # 方程化为微分形式
,
它的核包括单胶子交换和胶

子凝聚修正
,
然后

,
在总系统能量为零时求出了它的精

确解
。

我们的 方法有别于 , −∋ .#
/ 0 12 方法

,
后者是在

总能量为零时
,
将方程化为微分形式

�

计算结果表明
,

胶子凝聚修正使波函数随正
、

反夸克间距增加更迅速

的趋于零
�

这说 ,
,

胶子凝聚修正有利正
、

反夸克形

成束缚态
。

3
�

平移不变性的讨论
。

自从 # ( ) 提 出 4 5 6 求

和规则以来
,
在非微扰修正的计算中

,

一直存在着平移

性破坏的问题
,
即对胶子背景场采用固定点规范

,

所用

复合算符的两点或多点函数的真空平均值在以真空凝

聚作展开时不具有平移不变性
。

我们采用 7 。 , 0 2/ ,
规

范
,
对三个常见的多点函数真空平均值作了展开

,

得到

的展开式具有平移不变性
,

我们利用这些展开式
,

计算

了胶子和夸克在链近似下的完全传播子
,

而包括非微

扰效应的夸克完全传播子在固定点规范下是计算不出

来的
�

五 孙舫 8 高能物理数据获取系统

导师 8 薛景宜

近代高能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利用粒子加

速器9对撞机 :加速两束粒子到极高能量后让它们相互

对撞
,

由粒子探侧器来观察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
,

收

头散布于对撞点附近空间内大量的与粒子径迹有关信

息
,

转换成数字沟形式送往数据获取系统进行处理和

记录
�

高能物理实验的特点决定了高能物理数据获取

系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
�

随着对撞机能量和亮度

的不断提高
,

探测器与数据获取系统面临着极高的数

据率
,

促使近年来数据获取系统不仅在规模上进一步

趋于庞大
,

而且在体系结构和引用的技术等方面不断

变革
�

本文在论述数据获取系统功能
、

要素和评价准

则的基础上概述了高能物理数据获取系沈的历史
、

现

状及发展趋势
�

论文核心部分重点反映了针对当前高

能物理数据获取系统两个重要课题进行的研究工作
8

!
�

高能物理实验数据产生的随机性决定了高能物

理数据获取系统的各个环节应设置缓冲
,

以缓解由于

随机性而造成的损失
�

论文的科研工作集中讨论了缓

冲机制与随机损失的关系
�

�
�

从体系结构上看
,

高能物理数据获取系绕的发

展经历了从简单的集中处理体系到高度并行的分布式

多处理机体系的过程
�

论文的科研工作针对北京谱仪

数据获取系统的客观需要设计了一个适合于多处理机

系统的软件内核
。

本文第二部分分析了高能物理数据获取系统中数

据流动情况
,

建立了便于分析和计算的多级队列模型

和分段队列模型 ; 运用排队论和概率论原理对数据获

取系统进行了队列状态分析
,

建立了状态方程9组:
,

从

中求得一些有关缓冲设置和损失计算的有意义的结论

和数据
。

本文第三部分给出了一个面向应用的多处理机系

统 ( < = #> #? 2 1≅
的设计与实现

。
( < = # > #

? 2 1≅

是一

个简单灵活的具有良好的开放性的系统
,

系统从体系

结构到操纵系统内核都一致采用顾客一服务员 模 式
�

整个系统设计具有无盘工作站的风格
�

系统易维护
、

易

修改
、

易扩充
、

易移值
�

六 何卫宁 8 高能物理数据处理中的形状分析法

导师 8 薛景宣

本文研究高能物理数据分析中的形状分析 方 法
。

形状分析方法是建立和分析形状的明确描述的数学方

法
�

高能物理数据分析中有两个典型的问题可以应用

形状分析方法
,

是发射度形状分析和谱仪径迹重建
�

实侧发射度形状中包含了杂质离子的 发 射 度 形

状
,

我们就是要利用形状分析方法消除杂质离子的发

射度形状
�

针对发射度形状分析问题
,

我们所做的努

力如下 8

!
�

利用链码串描述发射度形状的边界
。

�
�

从边界点中抽取对理解形状起关键作用 的 点
,

从而获得形状的多边形描述
�

∗
�

把描述形状的多边形分割成一组基 本 凸 多 边

形
�

为了克服干扰信号对分割的影响
,
我们引入凸度

的概念
�

在证明了凸度的几个数学性质后
,

我们确信

凸度可以作为一种控制分割过程的准则
�

凸度的实际

应用也说明了这点
�

3
�

利用语法分析方法和关系结构分析法分析形状

的结构
,

并比较了两者的不同
。

研究了简化关系结构

计算的问题
�

Α
�

通过对模拟和实际数据的处理
,

证明形状分析

方法对消除杂质离子的发射度形状有明显效果
, Β , Χ

以上的杂质离子发射度形状能被消除
�

形状分析法使

束流诊断达到了智能化的水平
�

谱仪数据分析要求径迹重建速度要尽可能 地 快
,

我们就是利用形状分析方法加快径迹重建速度
。

针对

谱仪径迹重建间题
,

我们所做的努力如下 8



优势决定了其强有力的生命力
,

是其它技术无法取代

的
�

它在解决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间题
,
如能源

、

环境
、

资源
、

人 口和粮食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

而且

对于传统行业的改造和促进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将产生
�

深远影响
�

二
、

核能的困惑和核技术发展

核能的发现
,

曾一度使人们徘徊十字街头
�

一条

路
,

另人不寒而栗
,

其结局可能是促使人类走向毁灭的

核武器大竞赛 ; 另一条路则是旭 日东升
,

其结局是人类

和平利用核能
,
进入光辉灿烂的原子时代

�

间题的关

键是人类究竟何去何从 Δ 不幸的事情终 于 发 生 了
。

! Ε 3 Α 年秋
, 日本广岛

、

长崎一声巨响
,

太阳旗下高楼大

厦毁于一旦
,

二十多万无辜百姓伤亡
,

其状惨不忍睹
。

罪恶与善良
、

繁荣与萧条
,
顷刻间被一颗小小原子弹一

扫而光
,
使核能的利用走上了邪路

�

当时
,
欧洲许多著

名科学家为核能被战争狂人用来制成威力巨大的核武

器而感到担忧
�

从此
,

全世界的人们一听到
“

原子弹
”

三

个字便不寒而栗
,
甚至一听到 “原子能

”
或“核能

”
就立

即联想到原子弹的爆炸
,

而令人闻而生畏
, “
原子能”或

“

核能
”
已被曲解为核武器的代名词

。

此外
,
震惊世界的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

更加剧了人们的核恐

怖
�

所以
,
核能与核技术在其发展道路上

,
除了需要解

决核能与核技术中某些技术关键问题之外
,

还必须克

服公众对核能与核技术的
“

恐谓
,

和
“

神秘
”
的心里障

碍
。

然而
,

人们不会让
“

核能”这一伟大发现长期黯然

失色
,
也不能让

“

核能与核技术”永远扮演反面角色
�

其

实
, “
核能”的发现和应用与中国古代“火药”的发现和

应用类似
�

火药可以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
,

但也可以

用来开山修路
,

移山填海
、

开采矿石
�

若使用不当
,
出

现事故也能伤人
�

核能也一样
,

它完全可以应用于和

平事业
,

为人类谋幸福
,
只要使用得当

,
切尔诺贝利核

电站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

可曾几何时
,

地球公转九圈之后
,

世界上第一座

核电站轰轰隆隆地在前苏联转了起来
,

给人类送来了

温暖
,

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

于是
,

全世界人们欢呼核

能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

事实上
,
几十年来

,

核能与核技

术和平利用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已向人们生动地 展 示
,

核能与核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破坏性军事技术
,

而且是

一种伟大的能改造世界的创造力量
,
可以为人类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做出重大的贡献
�

从天然放射性的发现至今
,

核能与核技术的发展

已有 Ε 多年的历史了
,

发展过程可大致划分三 个 阶

段
�

第一阶段从 !Β Ε Φ 年至 ! Ε 3 � 年
,
为核基础研究阶

段
�

在这一阶段
,
经过世界各国许许多多科学工作者

的努力
,

取得了一系列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和突破
�

例

如放射性的发现
、

原子核结构模型的建立
、

同位素概念

的提出
、

人工放射性的发现等
�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为以后核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

第二阶 段 从
! Ε 3� 年至 ! Ε 3 Α 年

,

为军事应用阶段
�

为了战争 9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需要9赶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
,

在这期间
,

美国集中了全世界优秀的科学家和巨额财

力9约 �∗ 亿美元:
,
历时 3 年试验

,

爆炸了世界上第一

颗原子弹
�

之后
,

核能与核技术对整个世界政治产生

的重大影响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

第三阶段从 ! Ε 3 Α 年

至今
,
为军事应用与和平利用并举阶段

�

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后
,

核技术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到国民经济应

用中
�

此外
,

美国为了巩固其核武器的世界垄断地位
,

保持军事优势
,

继续发展核武器
�

而其它国家为了打

破美国核垄断而加速进行核武器的试验
�

! Ε 3 Ε 年 苏

联
、
! Ε Α � 年英国

、
! Ε Φ ! 年法国

、
! Ε Φ 3 年中国

、
! Ε Φ Β 年印

度也相继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或核装置
,

打破了美国

一家独霸的局面
�

在和平应用方面
,

自 ! Ε Α 3 年苏联建

成第一座核电站以后
,

核技术的应用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高潮
�

核动力客轮下水
、

原子破冰船首航
、

辐射育

种
、

辐射不育技术消灭病虫害
、

医用 了相机研制成功
、

放射性免疫测定技术的建立等等像雨后春笋
,

竞相开

放
,

并转向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
、

技术问题及生物医学

中的间题
�

例如环境污染与保护
、

海水淡化
、

能源开

发
、

生物工程
、

癌症的诊断与治疗等等
�

到了 & 。年代
,

核技术已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兴的产业
,

在西方发达

国家
,

核技术的应用已经深人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

技术日趋成熟
,

并不断取得新进展
�

进入 Β 年代以

后
,

随着计算机
、

快电子学以及其它新材料
、

新技术在

核技术领域的广泛应用
,

使其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
,

其

应用领域更加广泛
,

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

应用核

技术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已构成世界国民经济总收人的

。
�

, Χ
�

据不完全统计
, ∋Χ 。一 ! Ε Β Α 应用核技术的累

积经济效益约为 Β   亿美元
�

其社会效益的影响就更

大
,
仅就核技术在现代医学领域里的应用而言

,
已拯救

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

此外
,

核能发电
、

核能取暖
、

核

成象技术
、

核动力
、

放射性药物
、

辐射加工
、

核仪器仪

表
、

辐射育种
、

辐射消毒和保鲜等核技术对社会经济和

科学的发展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它所具有的先进

科学技术的价值 , 在现代社会中应具有的地位是不言

而喻的
�

核能和核技术与国民经济
、

边缘学科和高技

术发展的紧密关系
,

使它的发展倍受人们的重视
,
必将

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三
、

核能与核技术的未来

核能与核技术为什么会对人类进步产生如此深远

的影响 Δ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自然的力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

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

几十万年以前
,

我们的祖

先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和臂膀养活自己并创造人类历史

的
�

古埃及
、

古希腊和巴比仑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奴隶

的脊背之上
�

蒸气机的发明和使用
,
导致了英国 !Β 世



尸

纪的工业革命
,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
�

内燃机
、

汽轮机的出现使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
导致了汽车

、

火车
、

轮船
、

飞机一一出现
�

核能与核技术的应用
,

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原子时

代
,

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

人类生活与生产将离不

开核能与核技术
�

可以预测
,

下个世纪将是核能与核

技术全方位应用的新时代
。

⋯⋯

能源的开发利用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能源对于文明社会
,

犹如水和空气一样重要
�

随

着人 口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
,

能源的消耗量飞快地增

长
�

如 ! Ε Α Φ 年全也界石油消耗量为 �钊 亿吨
, !夕“

年为 3 ∗。亿吨
,
到了 ! , & Φ 年为“  亿吨

,
平均每年以

� 亿吨的速度增加
�

虽然地球上还有其它形式的 能

源
,

如太阳能
、

风能
、

地热能
、

水能等
,
但与煤和石油相

比微不足道
,

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
专家们一致认为只

有核能最有前途
,

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
�

目前在世界各地
,

各国科学家正在寻找各种方法
,
以开

发新能源
�

氢就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新的“二次能潦
, ,

所以又称为氢燃料
�

液态氢已被用做人造卫星和宇宙

飞船中的能源
,

但至今尚不能大量制取
�

其原因是目

前制取氢的办法是以消耗其它能源为代价
,
造价昂贵

�

若利用核聚变反应则非常有希望解决这一问题
�

我们知道
,

海水中含有大量氢及其同位素氖和氖
�

氛即重氢
,

氧化氖就是重水
,
每一吨水中含有 !和 克重

水
�

若将海水中所有的氛核能都释放出来
,

它所产生

的能量足以提供人类使用数百亿年
�

但氖和氖的原子

核在高温下才能聚合起来释放能量
,
这个过程称为热

核反应
,

也叫核聚变
�

核聚变反应的温度约需几亿度
,

在这样的高温下
,

氛
、

氖混合燃料形成高温等离子态
�

但高温等离子体不能与盛装它的容器壁相接触
,
否则

等离子体要降温
,

容器也会被烧坏
,
这就是如何约束问

题
�

设在英国牛津附近的欧洲 ! 今国联合建造的核聚

变实验装置
,

曾完成一次可控核聚变试验
�

在圆形圈

内 � 亿度温度下
,

氖
、

氖气体相遇爆炸成功
,

产生了

�   千瓦的能量
,

试验持续了几分钟
�

这是 Ε 年代核

能研究最有突破性的工作
�

当然
,
距实际应用还有相

当大的距离
,

技术上也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

但在

不远的将来
,

一定会有惊人的进展
�

可以展望
,

到那

时
,

廉价的能源将使核能时代成为一个能量富足的时

代
,

可生产出更丰富更新型的产品
,

而成本更为低廉
,

实现 目前因能源9电力和热力:成本太高而无法达到的

境地
�

例如
,

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更多有用的元素
�

海

水中含有丰富的铁
、

铜
、

澳
、

银
、

铝
、

锡
、

金
、

铂等
�

目前
,

开发海洋矿藏的成本过分昂贵
�

若将海水中所有的矿

物质都分离出来
,

需要比 目前地球中全部煤燃烧产生

的总能量还要多的能源
�

可见
,
只有当核能足够充分

时才能办到
�

如果那时金和铂 9白金: 能从海水中提

炼
,

其价值不再是金钱的象征
�

金和铂会像现在使用

�

寄语我的学生

物理学是 自然科学的基不由

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 谢绳武

物理学是除数学外一切自然科学的落础
。

物理学

是一切工程技术的皿要支柱
�

把现代物理知识同工程

技术应用紧密结合就可产生像激光
、

光纤通讯
、

大规棋

集成电路
、

材料科学等等新的高技术领城
�

预祝有许

多青年成为国际
、

国内第一流的物理学家
,

期望有更多

的青年从事祖国的高技术领城工作
,

衷心地欢迎您
,

同

学们Γ

的普通金属一样
,

在工业生产中使用
�

此外
,

从海水中

提取矿物质的“核”工厂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蒸馏

水
,

也非常有用
,

可通过管道将它们输送到水源短缺

的地方
,

实施庞大的灌概计划
,

改造良田
。

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热量还可送入城市
,
用于取暖或做为热源

�

在交通运输领域
,

核能的利用将使其产生革命性

的变革
�

核能舰船组成的远洋船队可在水上游戈几十

年而不用补充燃料
�

如果把反应堆做得足够小
,

并解

决防护问题
,

那就会生产出核能汽车
、

核能坦克
、

核能

火车
、

核能飞机
�

这样
,

核能飞机可以与太阳在太空中

同步飞行
,

能环绕地球赤道不着陆飞杭 核能还可作

为宇宙飞船的动力
,

人们可以到其它星系去旅游
�

未来的核能时代
,

人们可以对
“

老天岁
,

—天气

发号施令了
�

人类将充分利用核能与大自然抗衡
�

到

那时
,

不会因气候及天气情况影响飞机的起降
,

没有飞

机会因冰雪封冻不能着陆
,
因为我们可设法在飞机水

泥跑道下面安装蒸气管道
�

同样
,

城市交通也不会因

大风雪而造成瘫痪
。

人造太阳会使黑天变成白昼
,

使

阴天变成晴天
,

使冬天成为夏天
,

而使农作物一年四季

茁壮成长
�

到那时
,
也不会有足球赛和田径运动会因

天气不好而被取消
,
因为人类可以利用廉价的核能改

变气侯环境
�

综上所述
,

未来的核能时代将成为人类

历史上最光彩夺目
、

最美好的时代
�

那时
,

战争不再存

在
,

人们不再因能源资源而困惑
�

核能与核技术对人

类未来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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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量子化
》

报告
�

荆州师专王恩科作了题为
《

动力学

自发对称性破缺的模型在有限温度和密度下的手征对

称性恢复
》

报告
�

新扭大学黄惟承作了题为
“

任意自旋

粒子的伪经典描述
》

报气 黄朝商先生作了题为
《

标准

模型及其发展
》

报告
�

本文摘自中国高能物理学会主编的
“

第六届全国

粒子物理理论会议论文集
》 ,
由该学会秘书王玉伯先生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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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