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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愚益 # ∃ % & 产生的 ∋ (价 总橄

本论文完成了北京谱仪触发判选系统主要触发条件的离

线模拟和触发效率计算
。

通过得到 ∃ % & 对于不同事例的触

发效率
、

事例分类
、

单事例扫描等一系列过程
,
对北京谱仪第

一批获取的 ∋( 必 事例总数进行了计算
,
得到了北京谱 仪产

生的 ∋ (必总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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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 ∋( 磷 物理分析提供了基木参数
3

∃ % & 所有分支 比的计

算都引用了该数据
,

并巳在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发表
3

 包化成
# 4 % 5 用于 4 6% 7 8 。 的以太网控制器研制

在利用 4 6 % 7 8 # 对∃ % & 数据获取系统进行改 进研究的

工作中
,
开发研制了一种基于 4 6 % 7 8 # 的以太网控制器

—
4 % 5

3

作为智能化插件
, 4 % 5 能够访问 4 6 % 7 8 # 系统的

公共缓冲区
, 以简单的服务界面为 4 6 % 7 8 . 系统提供自动

式数据流服务
。

作为标准的以太 网接 口 , 4 % 5 又能够将公

共缓冲区中的待发送数据按照 9% % % : − 
3

; 帧格式发送人以

太网电缆 ,
并完成必要 的链路控制

, 同时正确地将以太网中的

有关数据按规定格式送入 < 6 % 78. 公共缓冲区
。

< % 5 还

能够按主机要求
, 适 当调整数据格式

。

在已通过鉴定 的 ∃ % &

= > ? 改进研究样机系统中
, < % 5 与 4 > ≅  − Α。 的通信 速

度达到 �
3

, 6 7Β / ( . , 连续发送速度不低于 ; 6 7Β / ( 。
3

; 陈申见 # ∋厂价一
2Χ Δ Χ

一

辐射衰变的研究

该论文利 用北京谱仪 ,  
3

1, 又 Ε。
。
∋ (必 数据

,

详细地研

究了 ∋( 必一水ΔΧ
一

衰变道
3

!0∀ 在 ΧΔ Χ 一 低质量区墩

找到了两个明显 的共振态 Φ生!� ,  1 ∀ 和 − !�Γ −∀
3

经质量谱

分析
,
它们 的质量

、

宽度和分支比与世界平均值一致
3

!7 ∀ 在

Χ 十Χ 一
高质量区域找到了一个统计显著性为 + 0 的窄峰

, 虽

然其质量比 6 > Η Χ �� � 发现的 言! 
3

 ∀ 略 低
, 但 其 宽 度

和衰变分支比与之在误差范 围内一致
,
故很可能是有争议的

右! 
3

 ∀
3

!Ι∀ 对低质量区域 的 Χ 十 Χ 一 系统 !≅ ∀ 进行了 自

旋分析
, 初步结论是 # Φ生!�1  , ∀ 是 ϑ 十十 态 ,

螺旋度振幅值

与世界平均值一致
,

在 6 Χ Δ Χ
一

, �
3

Γ Κ Λ 4 处可能存在二个

态
# − !�Γ  − ∀ 的 自旋的真正确定要求有更 多的 ∋( 必 数 据

3

+ 方虹 # 宁强碳质球粒陨石甚质及暗色边化学成份研究

本文采用仪器中子活化方法
,

分析了宁强碳质球粒陨石

基质及暗色边化学成份
3

结果表明 # 宁强陨石的基质比全岩

富集轻稀土和亲硫元素
,

并大致具有与 > ΕΕ Λ Μ
∗Λ 陨石基 质

相 徽的稀土特征
3

暗色边 与陨石基质的差别在于# 前者富

Ν Λ 。 而贫难熔元素
3

推测陨石基质与暗色边物质来源于太阳

星云不同区域
3

与形成暗色边有关的突发性事件可能曾多次

在太阳 星云的不同区域中发生
3

1 秦庆 # ∃ % Ο5 束束相互作用的研究

本文对束束相互作用的各种理论和模型
,

作了具体的描

述和讨论
, 提出并对硬高斯模型作了进一步考虑

, 引人纵向影

响 , 还在实验上得到验证
。

在束束频移的侧量方面
, 分析和处

理了大量数据
,
得到一些与束束相互作用有关的参数

, 如 若,

▲川夸 等
3

但也出现一些目前理论尚无法解释的现 象
,

如

▲ < #

(省
二

随 刃9 的变化 , △<( 言值偏大等
。

同时引人工作点

的选择间题
3

本文用计算机对工作区进行了模拟跟踪
,

得出

了许多与实验相符的结论
, 证明了 , : , : 工作区的确优于目前

的其他工作区
,
井对 , : , : 工作区做了进一步的模拟跟踪

。

, 张凤清 # 十二相吕闸管相控整流磁铁祖流电派的徽

处理瀚化相对触发系统
∃ % Ο5 贮存环采用带中心二极管的十二相晶闸管整流的

主磁铁供电系统
, 多相 & 5Η 直流电源通常有输出纹波高的

缺点 , 特别是分谐波输出难以克服
。

本文介绍 的研究工作包

括 # 电源的谐波分析
、

微处理器相对触发系统的设计和实验
,

以及相应的电流电压调节器的接 口实现
3

这个触发系统能有

效地抑制分谐波
, 此技术可直接应用于 ∃ % Ο5 和其他加速器

磁铁电源中
3

Γ 刘永忠# 用放射化学中子活化方法研究 陨石中的 Π ,

和 Η 8 同位素丰度

本实验建立了用放射化学中子活化方法测定
’,Π Π 。

(
‘
“Π 。

及
’‘
Η 8 (

‘。,
Η 8 比值的一种新方法

3

实验考虑了在照射
、

分

离
、

测量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对 − # 和 Η 8 同位素丰度测定 的

影响
3

用该实验方法
,
给出了我国部分铁陨石和石陨石 中 − 3

和 Η 8 同位素的数据 ,

并以此来寻找 。 。、 Η 8
向位素的组成

异常
3

对
’�− − 1(

’:’Π 。 的测量统计误差可控制在 �Θ 以内
3

实验 结果表明所研究的四种陨石!南丹
、

昌宁铁陨石和吉材
、

挑南石陨石∀的
‘” − 1

(
’3 ‘− 1 及

’,
Η 8 (

’Π之
Η 8 的比值 , 与地球

标准相 比 ,

不存在统计上有意义的同位素丰度异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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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 ∃ 介子衰变中相位问题
, 发现在 Ο Λ Μ Τ 8 ΒΜ 图

中弱相角和强相互作用相角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分开的
, 只

在特殊近似条件下才能分开
3

忽视这一点将影响理论 计 算

5 Ο 破坏不对称性的准确性
。

本文这一分析对研究由 Ο Λ Μ Τ ‘

8Β Μ 图引起的 5 Ο 破坏相关的过程有重要意义
3

� 张炳云 # 北京谱仅橄据收集效率 的研究

北京谱仪各种探测器 的效率
,

在线数据获取的触发效率

及离线数据分析中的过滤及重建效率
,

是自北京谱仪正式运

转取数以来从 ∋ (必数据分析中早 已发现的问题
,

许多人一直

在进行研究探讨
。

本文提出了一些小实验
, 取得 了一批实验

数据 ,

并进行分 析
, 促成 了上述问题的解决

, 这是一项很有意

义的工作
。

�− 黄超光 Ρ Η Λ Β.. Α Λ Ω 一
) Α Ω ∗ Α /Α ς 时空中标且场的

热压强
一

能工张盆

弯曲空间的压强
一能量张量是研究黑洞附近强 引力 场 性

质的基 太物理量
,
这是个比较难计算的物理量

3

国际上有人

曾分别找出了不同的方法
,
给出了在静态爱因斯坦空间

、

.Ι
Ξ

五Ψ 0 Ω ϑ & Λ Υ ΒΕ∗ 时空 中或极端 Η Λ Β‘.。 。Ω 一) Α Ω ∗ . / Ω Βς 时空中

的热压强
一
能量张量的近似解析表达式

, 但都没有给出一般的

Η
一
) 空间中热压强 一能量张量

。

本文独立地提 出了这 一间

题 , 很好 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
。

�� 胡红亮 # 有圈群作为靶流形的 拓扑 Α’ 模型

真实空间是四维空间
, 但许多研究难以下手

。

二维空间

具有很多特点
, 且容易研究

3

> Φ行0Ε 定理证明了在四维欧 氏

空间中 自对偶杨
一6 ΒΕΕ # 的 & Φ 0 Α / Α Μ 的 模空间同构于从 5 Ο

‘

到圈群和乐映照的参数空间
3

这样二维空间的研究有可能对

四维空间提洪一定信息和启示
。

本文在任意黎曼曲面上建立



给有志献身科学的 , 年们的一封佑

有志献身科学的, 年们 #

自然界有许乡未知率物等待粉你们

去探索和发现
3

许多新技术有待你们创

造和发明
3

为宾理而奋斗是资任
, 为人类作攀

献是幸福
3

科学研究中实验第一
、

创新为贵
·

实

验是认识自然规摊 的创遭性活动
,
要独

立思考
、

自己动 手
、

仔细观察
、

日于创新
·

Σ 年人不要受狭窄的专业分工所限

创
,
应该自由思考

,

积极进行交叉学科的

研究
3

在逆境中顽强奋斗
, 在顺境中埋头

苦千
3

困难是科学研究中常事
,

困难是

科学工作者用武之地
3

常常要总结过去
、

规划未来
, 但 3 ,

要的是抓紧现在
3

你们要拘奋
、

团结
、

创新
,

执普地追

求科学真理
,

在中国土地上耕耘收获
, 为

中华民族争气
,

为后代子孙造福
3

唐孝威
� �,  年 � 月 � 日

!本文是作者所著
《自然现象的实验

研究
,
一书跳中的一节∀

3

·

寄语我的学生
3

从未改变教书的信念

青海师范专科学校 冯克江

我于 �叹1� 年由西南师范学院物理 系毕业
, 为开发祖国大

西北 , 主动 要求来 到青海从事教育工作
。

现在巳有 ; 个年头

了
。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 无论道路多么艰 辛

、

困苦
,

以及

来自金钱的诱惑
, 也从未改变过我对教书的信念

3

我毕生坚

信
# 办好教育

,

是四化建设的成功之本
3

现在
, 我的学生 遍布青海及全国各个角落

, 每逢节 日来

临
, 总有许多学生看望我

3

此时 , 我感到特别欣慰
, 与学生互

相激 励
, 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

3

·

出版消息
3

征订《现代物理知识》增刊启示

� � � ; 年《
现代物理知识

》
增刊征订工作现在开始

, 每本定

价 , 元
,

主要内容 # 现代物理学 与应用技术 !现代物理学 与冶

金工业 Ρ 现代物理学与边缘学科 Ρ物理教 学与经济建设 Ρ现代

物理学与工程技术 ∀ 以及科学家传略
、

物理学史及其它科学

性
、

知识性兼顾的论文
3

预订者请从邮局汇款至 # 北京 � �:

信箱秋埔收
。

邮编 �。。− ;�
3

有圈群的拓扑子模型
, 当黎曼曲面取 5 Ο’ 时 模 型正好间到

> ΦΒ2 0Υ 定理的情况
。

本文用拓扑量子场论的方法
,

研究了

Ζ ΦΒ ”Υ 定理在场论中的某些结论
,
并讨论二维空间和四维空

闻的可毖联系
。

� 赵际目# 和用同步辐射形晚术对舰敌钾单晶 中的相

安过祖的实时观浦

用形貌学手段来研究单晶的相变巳是常规的方法
, 但由

于光强的限制
,
不能作实时的观测

, 因而丢掉了相变过程中一

些十分重要
∋

的信息
。

同步辐射光源 的出现
, 使得这种实时观

侧成为可能
。

本文使用其组内建造的高温样品室及形 貌 相

机 ,

研究了拐酸钾单晶中的相变随温度演化的全过程
3

作者

通过其实验证明了 �?
“

畴在 [   +℃ 的相变中 消失
,

而 ,−
“

!�  −
。

∀ 畴在相变中不消失
3

�; 乔 山# 低有序度的 Ν Λ( 6 Μ 催化剂 局 域 环 境 的

≅ >Ν & 研究

≅ > Ν . 方法对研究催化剂 的催化功能及对催 化剂品质的

坪估十分有 用
, 特别是同步辐射 ∴ > Ν& , 是许多催化剂研究

的必需手段
3

本文研究 的 Ν Λ
(6

Μ 催化剂 , 是 ΝΒ
Α
ΙΥ

Λ Ε一] Ε。
Ξ

Ο. 比 合成 的催 化剂
,

对我国的能源工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 而

对 抓清在催化过程中起作用的相
, 对于弄清催化的基础又有

着基础的意义
3

太文对不同的 ΝΛ( 6 Μ 比下的 ΝΛΕ 6 Μ 催化

剂铁的近邻情况做了较系统的研究
, 作出尖晶石结构是主要

相的结论
3

� + 位吉 阳 # 5 Α 3 Α / Ω 8 Λ Σ �− 3 0 Α ∗ − − 口ς Β. . ΒΑ川。 Τ

讨 Σ Υ Λ ΦΒΩ . / ⊥ ΒΤ Τ ΕΛ Ω 0 / ∃ % Ο 5

本文所完成 的 ⊥ 馆 Τ ΕΛ Ω 用于同步辐射
,

为同步辐射的研

究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光源
3

在 % 5 Ψ 样机的基础上
, 进行

了磁场的热 , 卜,
磁场的, 。二 ,

使之
9
”∗ ϑ 、 − ,

达 至。‘
·

&]
,

完

成了计算机控“
,
使 , ς 0 ‘Μ 和 , ‘Ω ‘ς 符合 ∋

”∗ ϑ 二 − 白勺情

况下同步上升
,

装于 ∃ % Ο5 贮存环作为同步光的引出
3

通过

第一台 ⊥ ΒΤ Τ ΕΑ Ω 的调试运行
,

研究了其特性及 插人件对贮

存环 的影 响
3

�1 陈国明 # _ ; 能/ 器束流测试中的 Λ( , 分辨研究

本文提 出了 ∃ Κ = 无簇射 二 的 概念 ,

一般情况 下 , 在

∃ Κ Π 中的簇射形状大于
Λ ,

但仍有一些 二 在 ∃ Κ = 中的表

现很像 ⎯ 子
, 只留下电离能损

, 形状极小
, 因此不能靠形状来

鉴别
3

可利 用这些 二 来确定能量计算中的
“
几何因子

”
3

本文

提出了
“Χ Λ2 58/ ” ,

这一判选条件综合簇射 的宽度和深度
,

对

于 +一 − Κ Α 4 能区的
Λ 和兀 的鉴别效率都在 �� Θ 以上

, 高

能区的效果高于低能区
3

本文还提出了
“奋58/ ” ,

这一判选

条件结合漂移室的动量测量和 ∃ Κ Π 的能量测量对低能区有

很强的分辨能力
,

对于 +一: Κ Λ 4 的 Λ , 泥 鉴别效率在 �1 Θ

以上
。

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较好的
Ω

一
Λ

四
, 了

一
”” 和

公 斗 强子 Δ , 的分支比
3

�, 常哲# 有强度依抽栩合的 ∋5 棋型 与 / 子群 相 千

态的相互作用

量子群描写了一种新的对称性
, 它一定会在物理上找到

广泛的应用
, 但如何使量子群在物理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

,

目前尚是一个探索性的问题
3

本文在此方向作了探索
, 取得可

喜的进展
。

作者定义了推广的 ∋ 02 ΕΕΛ 卜5 8 ς ς 她Τ. !∋ 5 ∀模

型
, 通过多玻色子算符的 α Α Ε. / ΛΒ Μ 一 ⎯ Ω 乏ς 0 β Α ΦΦ实现

,

把模型

的场算符变成量子群 .χ3 ! ∀ 或 . χ , !� ,

Ε∀ 的元 ,

并深人讨

论 了 ∋ 5 模 型 与量子群相干态的相互作甩
。

!怀英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