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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谱仪  ! ∀ # ∃ 宜布找到 夸

粒子证据

若粒子是 % , & ∋ 年
,

首先被美国的

( ) ∗ + %% % 探测器发现的
,

通过 ,加

衰变产生 吉
−

,泌 衰变到 咭
,  二 是

光子 ∃
,
君再衰变到 + 十+ 一

和 + 二+ 孟
−

他们研究 ,伸. 丫+ / + 一
和 丫 + 二+

‘

过

程
,
测 量到 召粒子的质量为 0

·

1 2 3 4 ,

其宽度很窄 只有十几个 ( 34 ∃
−

这是一个新粒子
,

大

家十分感兴趣
,

因此有人猜测这是胶子球
,

有人说可能

是
‘了 态

−

但不久
,

工作在同一个能区的法国探测器

5 ( 1 扫瞄了 0
−

12 3 4 附近
,
研究了 ,伸“

丫+ / + 一
和

丫+ 6 + 二的过程
,
都没有发现窄共振的 若粒子

−

( 人只+

�,�
, 5 ( 1 都相继关闭

,

因而含粒子到底是否存在
,
国

际高能物理界都希望北京谱仪  ! ∀ 7 ∃ 探测器来回答
,

经过了一年多的认真分析
,

他们从几百万个 , 8沪衰变

事例中找到了几十个 9 粒子的证据
−

不但在右衰变到

+ / + 一 ,

若信号
−

+ 6 + 奋中看到
,

而且在 聊 道中也第一次看到

去年 0 ‘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 规模最大的高能物

理会上 ∃ ! ∀ # 的代表宣布了这一结果
,

引起了与会者

的兴趣
−

许多代表都认为确认 9 粒子的存在
,

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

难度较大
,

证明 ! ∀ 7 是一个较好的探

测器
−

有较好的动量分辨和时间分辨
−

同时也说明了

! ∀ # 的数据分析水平是很高的
−

了 质量的精确测量和 套粒子的确认
,
给 0: 届国际

高能物理会议的一千多名代表以深刻印象
−

许多代表

 外国人和华裔物理学家∃都纷纷向出席会议的中国代

表表示祝贺
−

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人已 占领国际集一 公

物理领域的一席之地
。

0 谢希德先生谈中国凝聚态物理学发展

据本刊记者报道
,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先生

在一份贺词中谈到凝聚态物理学科发展
−

认为近一
、

二年来凝聚态物理堪称物理学发展最迅速 的 领 域 之

一
,

尤其是近几年来
,

高温超导的发现
、

强关联体系研

究的进展
、

介观系统的输运以及纳米器件的发展
、

异质

结超晶格各种低维体系特性的研究
、

以及各种新材料

 如富氏烯 系列 ∃的开发及性能研究等等
,

形成凝聚态

物理领域一浪推一浪的兴旺局面
,

在其中
,

我国物理工

作者也作出了很有份量的贡献
−

她对去年召开的中国

物理学会凝聚态物理首届年会给予高度评价
,

认为
“
这

是我国凝聚态物理学科发展
、

成长的里程律
, , “
它将推

动凝聚态物理学的发展
、

培养锻炼新一代物理学家
、

对

加强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

∋ 复旦大学研究出砷化稼表面硫钝化新方法

据
《
研究进展简报

》
报道

,

砷化稼器件发展中的一

大困难是缺少性能良好的氧化层
,

因而不像硅器件那

样可以用二氧化硅来做器件的钝化膜或场效应管的栅

介质
−

&; 年代末国外发展了一种用硫化物浸泡来钝化

砷化稼表面的方法
,
可以大大降低表面态密度

,

提高
2 “) 台

的光致发光强度达 %一 0 个数量级
−

当时引 起

了对硫钝化 2 <

)7 的研究热潮
−

但以后很快发现
,

硫

化物浸泡只能在 2 = ) 7
表面形成极薄 约一个单原子 ∃

硫化层
,

它在大气中很不稳定
,

特别是在光照下
,

硫很

快被氧所取代而使钝化失效
−

以后虽有人尝试硫化物

和磷化物混合液等各种方法
,
但其效果均无改进

−

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实验室创造了一种 电化学

硫钝化的方法
,

可以在 >
。
人。
表面生成几个到上百纳

米厚的硫钝化膜
,
对 2 = ) 7

起到了很好的钝化作用
,

它

明显地降低了表面态密度
,

使光致发光强度增强两个

数量级以上
,
而且在光照下没有特别衰退现象

,

长时
−
司

大气暴露后  七个月以上 ∃特性毫无退化
−

日本大阪大

学教授八百隆文的评价为 ? 这是一项以后可以申请专

利的成果
−

≅ 林兰英
、

黄昆等谈我国第一只晶体管诞生史

据《中国科学报 》报道
,

学部委员林兰英
、

黄昆
、

王

守武
、

洪朝生
、

王守觉
、

李志坚
、

吴德馨及廖德荣
、

周帅

先
、

陈莹瑜
、

徐霞生等在一封题为
《

科技报道应尊重事

实
》
信函中

,

介绍了我国第一只晶体管诞生历史
−

信中

说
, % Α Β : 年在周总理关怀下制定 % 0 年科学规划

−

半

导体作为四项紧急措施之一
,

由已故中科院应用物理

所所长施汝为任组长
,
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

、

北大教授

黄昆和应用 物理所电学组组长王守武任副组长
,
制定

了半导体发展 %0 年规划
−

随即采取措施
,

在应用物理

所成立半导体研究室 即半导体所前身∃
、

并集 由多个

兰位的人员来该室
,

共同开展工作
−

集中的人员中有

来『Χ南京大学
、

武汉大学
、

北京工业学院等校的教授
,

以及一机部电器科学院
、

二机部十局  电子 部前 身 ∃

十一所三室  即某研究所前身∃的科技人员
−

由王守武

任研究室主任
,

全面领导晶体管和材料的研究
−

由原在

美国从事晶体管研制的刚回国的昊锡九先生  现已回

美国工作 ∃任锗合金管课题组长
,

负责并直接参加和指

导合金管的研制工作
−

在该课题组工作的
,

除本室研

究人员外
,

还有十一所三室多人参加
−

经过协同作战
,

该课题组首先取得突破
,

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只低频锗

合金管
−

这就是我国第一只晶体管诞生的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