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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顾

 ! 年代是我国高能物理 事业 的一 个 转 折 点
∀

# ∃%& 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
,
为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研

究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 ∋ 也表明我国的加速器

事业已在世界高技术领域中 占有了一席之地
∀

# ( %) 的成就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
∀

早在 ∗ + , −

年
,

在王淦昌教授的领导下
,

选派了一批年青的科学家
,

赴苏学习高能加速器的设计及建造一年后
,

在苏联专

家的指导下
,
进行 ∗一 . / 0 1 电子同步加速器的设计

,

这一设计在 ∗ + ,  年的大跃进中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
,

而把方案改成 巧 / 0 1 的质子同步加速器
∀

但当时苏联

正在建造的加速器最高能量为 − / 0 1 ,

所以这一建议受

到了苏联专家的
“

冷逻
, ,
回答是 2 如果中方要建造

,

唯

一的可能是将他们的 − / 0 1 的磁铁设法加以垫补
,
在

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

可将能量升高到 ∗. / 0 1
’

如果中国要坚持 ∗, / ‘1 ,
那么苏联没有这方面 的经

验
∀

这样修修补补的方案是十分不理想的
,

遭到了我

们设计人员的抵制
,
后来为钱三强教授所否决

∀

∗ + , +

年末
,
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学家发明了螺

旋线回旋加速器 3即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一种4
∀

当时

在联合所工作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
、

朱洪元
、

周光召
、

何柞麻等
,

建议我国建造一台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强

流中能回旋加速器
∀

这个建议很快被领导采纳
,

并在力

一副所长的领导下
,

带领一批同志去联合所实习
,

进行

设计
,
加速器的能量定为 朽5 6 “1

∀

∗ + 7。年 , 月完成

初步设计
,

回国后在原子能研究所二部成立了 .! , 组
,

继续完善设计
,

并开展有关研制工作
∀

但是这一方案由

于当时国内经济困难
,
很快名存实亡

,

不久
,

在 立+ 7 8 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
,
被取消了

∀

存下

的仅是一些有关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理论研究 工 作
,

大部分同志转向低能回旋加速器及直线加速器
∀

∗ + 7 , 年我国正式退出杜布纳联合所
,
决定在国内

建造自己的高能加速器
∀

按照钱三强副部长的指示
,

在

力一同志的主持下
,

又提出了建造一台能量为 8
∀

. / 01

的质子同步加速器
,

后来又把能量提高到 7 / 0 1
∀

在理

论设计的同时
,
还进行了选址

∀

根据当时靠山隐蔽的方

针
,

基地初步选在延安
∀

尽管这一方案很快为文化大革

命的风浪所摧折
,
但周恩来总理仍对高能物理的发展

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

∗ + 7  年
,
二机部决定把高能加速器

的队伍集中到原子能研究所一部
,

成立高能筹建处
∀

为

了响应中央
“

面向实际面向应用”的号召
,
部分同志于

∗+ 7 + 年提出了一个直接为国防建设服务的
“

强流
、

质

子
、

超导
、

直线”方案
,
计划建造一台强流直线加速器

,

能

量约为 ∗ / 0 1
∀

其目的在于生产核燃料
∀

张文裕先生

参加了这一方案的估算
∀

与此同时
,
原子能所二部的同

志也提出了 另外两种方案
,
即

,

烟圈加速器和分离轨道

回旋加速器
∀

为此曾有过一场论战
∀

∗ + − .年 9 月
,

张文

裕
、

朱洪元
、

何柞麻等 ∗ 位科学家联名呼吁党中央
,

重

视高能物理的发展
,
这一要求再次受到周总理的重视

∀

同年 + 月
,
周总理给张文裕先生

、

朱光亚先生的回信中

写道 2 这件事再也不能延迟了
,

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

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
,
同时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

结合经来
,

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
,

应

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遵照周总理指示奋

高能物理学科由二机部划归中国科学院主管
∀

同年年

底
,
中国科学院召开了香山会议

,

就高能加速器的规划

作了初步探讨
,

并于 ∗ + − 8 年初正式宣布
,

以原子能研

究所一部为基础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
,

张文裕先生为

第一任所长
∀

同年 , 月
,

以张文裕先生为团长的高能

物理代表团
,
对美国及西欧有关的高能物理实验室进

行了考察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造 的 / , 1 质子同步加

速器的方案
∀

国家计委于 ∗ + − , 年初正式提出用四亿

人民币实施这一方案
,

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同意
,

并于

同年 8 月报告了周总理
∀

总理在重病中批准了这一方

案
,

即所谓
“
七五三工霍

, ∋计划于 ∗ +  , 年建成
∀

但由

于四人帮的破坏
,
这一计划又搁浅了

∀

吕吕:::

圈圈
’



“
四人帮”被粉碎后

,

广大科技人员欢欣鼓舞
,

感到

真正施展才能的时期来到了
�

但是一种急于求成
、

脱离

实际的情绪抬了头
, � ,   年 !! 月在

“
关于加快建设高

能物理实验中心的请示报告”中
,
重报上述工程时

,

提

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方案
,

即建议在 ! ∀ #  年年底
,

建成

一个规模可与西欧核子中心相比拟的基地 ∃ ! ∀ # %年底

建成 &∋ ( “) 的强流质子环形加速器
,

投资 & 亿元
,

! ∀ #  年建成 ∗ ∋ ∋ ( + ) 质子同步加速器
,
投资  亿元 ,

即所谓的
“

八七工程”
�

现在看来
,

显然与中国的国情

不符
�

!∀ # ∋年底
,
在基本建设紧缩

、

国民经济调整的方

针下
,
这一方案再次被迫下马

�

但这次与以前的六次

有本质的不同
�

过去的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方案
,

而

这一次是真刀真枪的实千
�

从 !∀  # 到 ! ∀ # ∋ 的预制

研究阶段
,

做了大量的工作
,

例如选定了实验中心的建

设地点
,
完成了工程前期的勘探和实验中心的规划设

计等等
,
特别是建成了玉泉路预制研究基地

,

包括四个

实验大厅和一个第一流装备的实验工厂
,
从全国各地

调入了约 % ∋∋ 名工程技术及管理骨干
,

开展了加速器

主要部件的预制研究
,

建成了 !∋ − + ) 质子 直线加速

器
,

打通了国际合作渠道等
�

这些都为 . / 01 打下了一

个扎实的基础
,
为 . / 01 大大缩短工期创造了条件

�

不断的挫折使人们清醒过来
,

发展高能加速器必

须合乎国情
�

! ∀ #! 年
,

为了对
“
八七工程”下马后的工

作进行重新调整
,

朱洪元
、

谢家麟先生先后两次赴美
,

在李政道教授及 2� 3
�

4� 潘诺夫斯基等外国专家的

帮助下
,
提出了一个既适合我国国情

、

又能使我国高能

物理研究进人世界前沿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

经过

国内专家反复的讨论和论证
,
上报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

于 ! ∀ # &年 ∗ 月获国务院批准
�

这就是 . / 01 ,

其能量

为 5 6 5
,

7 ( + ) ,

当时估算投资为 ∀ 8 ∋ ∋ 万
�

同年 ! %

月
,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 谷羽为首的工程领导小组
,

加强对工程的领导
,
定名为

“ # & !% ” 工程
�

回顾从 ! ∀ ,  年到 ! ∀ # & 年的这段历史
,

高能加速

器经过了七上七下
,

真可谓坎坷曲折
。

但是在老一代科

学家的带领下
,

几代人百折不挠
、

坚忍不拔
,

最后总算

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

使这个第八次上马 的 . / 09

一往直前
,

使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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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物理工作的年份

图 � 强子
、

电子
一

质子
、

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亮度曲线

二
、

. / 0 1 的建设及成就

从 ! ∀ # ∗ 年 !∋ 月破土
,
到 ! ∀ # # 年实现对撞

, . / Ρ 9

的建设历时四年Κ表 !Δ
�

这是国际速度
,
主要是中央

强有力的领导
,
全国的大力支持

,

以及高能物理研究所

全体参战人员的顽强拚搏 , 但也不能忘记过去廿多年

中在加速器千部培养及预制研究的条件方面 为 . / 01

留下的基础
�

饮水思源
,

没有过去几代人的努力
,

就不

可能有今天
, . / 0 1 的质量是世界上第一流的

,
它的亮

度高于同能量的对撞机
,

在 Ι加 能区达到美国 Χ 0 / = ?

的四倍
,

完成了邓小平同志的要求
,

即在高科技领域中

表 � 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 大事记

! , # % 年 ‘月 ∃ 高能所完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Κ. / 0 1 Δ 预

制研究方案的初步设计

! , # & 年 ∗ 月 ∃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计科 Κ ! ∀ # & Δ Σ %! 号文 件
《
关于审批 % 义 %% 亿电子伏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计划的请 示

报告
》

!, #& 年 !% 月 ∃ . / 0 1 列人国家 重点工程建 设项 目
,

工程领

导小组成立

� , # ∗ 年 8 月 ∃ 国家计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专家审查 ./ 01

工程扩初设计

! ∀ # ∗ 年 ∀ 月
∃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计科 Κ! ∀ # ∗ Δ ! # ∀ ∀ 号 文

件
《关于审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任务和规 模

的报告
》 , 规定要

“

一机两用
、

应 用为主
” 、 “

增加同步

辐射实验 区
” 、 “

工程总投资为 %
·

∗ 亿元
” 、 “

总建筑面

积为 Σ ∗  ∋ ∋ 平方米
”

! ∀ # ∗ 年 !∋ 月  日∃ . / 01 工程破土动工
, 邓小平 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亲临奠基
! ∀# 8 年 ‘月 , 土体设备安 装

,

分 系统调 试

�, #  年 !∋ 月∃ 直线加速器安装完成

!, #  年 !% 月 ! 日 ∃ 电子束流注人储存环 , 五天后在环中运

行
,

实现 了整机调试 首次观测到 同步辐射光

!∀ # # 年 # 月∃ 北京谱仪总装完成
,

!∋ 月 %& 日首次探测到宇

宙线径迹
! ∀ ## 年 !∋ 月 !8 日 ∃ 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

,

每束能量 为

�
·

8 ( + ;
,

亮度达到 Τ 2 � Ν , � 9 Υ 一 , ∃ + 9 一 ,

! ∀ # # 年 ! % 月  日 ∃ . / Ρ 1 峰值亮度达 到 % 只 !∋ & ∋ + Υ
一 7Τ + + 一‘

! ∀ # ∀ 年 ∗ 月 & 日 ∃ 在三个窗 口观察到同步辐射光

! ∀ # ∀ 年 Σ 月 巧 日 ∃ 北京潜仪获取大角度巴巴事例
!∀ # ∀ 年 Σ 月 %∀ 日 ∃ . / 0 9 达到设计亮度

,

束流能量为 %
·

%

( + ;
,

正负电子流强 为 &∋ Υ =
,

亮 度 为  又 !∋ , Ν

+ Υ
一 7 Τ + 9 一 �

! , #∀ 年 8 月 %% 日 ∃ 北京谱仪找到 Ι� 必 峰位

� , # , 年  月 , 日 ∃ . . 09 和北京谱仪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口分口

、

减摺门



, ∀# ∀ 年 # 月 !Σ 日∃ 辐 射防护和剂量 监测系统通过 国家鉴定

�, # ∀ 年 !! 月” 日 ∃ . / 0 9 同步辐射专 用模式调试成 功

!∀# ∀ 年 !% 月 # 日 , 同步辐射装置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 ∀∀ ∋ 年 � 月

∃ 北京谱仪获取了 Σ∋ 万个 Ις 势事例
,
并首次获

得 Ις 必峥 Ρ 叮 物理信号

! , ∀ 。 年 & 月 引 日一 ∗ 月 � 日 ∃ 同步辐射实验室获得首批实

验数据

� , ∀ ∋ 年 ∗ 月 %% 日 ∃ 北京谱仪 中性事 例触发判选成功

! ∀ ∀ ∋ 年 8 月 # 日∃ 首次同步辐射 6 光刻实验成功
, 分辨率达

到 ! 微米

! , ∀ 。 年 8 月 比 日 ∃ . / 01 的试验束通过技术鉴定
! ∀ ∀ 。 年  月 %! 日 , 对撞机顺利运行 ! 万多小时

, 积累 &∋∋

万个 Ι ς价 事例
, 整个 . / 01 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 , ∋ 年 # 月∃ 中国物理学家在新加坡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

报告 . / 01 首批物理成果

!∀ ∀! 年 8 月, 北 京谱仪共 积累 ∀ ∋∋ 万个 Ις 必 事例 ,

取得一

些初步物 理实验结果

占领一席之地
,

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赢得荣誉
�

图 ! 给

出了世界上 已建成的对撞机的情况
�

从图中可见
,

#∋

年代共建造 〔包 括 改 建 的 夕了  台 ∃ 即
, 日 本 的

: ? <Τ : = Α
,

美国的 Ρ / Ρ ,
德国 的 Ρ / : ? = ,

美 国 的

Τ Β 9 ,
西欧的 Β / 0 ,

美国的 1 / Τ ? Κ改建 Δ 及我 国的

.Ω 01 ,

其中前三台由于能区没有选对
,

无重要的物理

课题可研究
,

所以将先后关闭
�

ΤΒ 1 则由于亮度太弱

而丧失了与 Β / 0 的竞争能力
�

所以留到 ∀∋ 年代的只

有三台
,
即 ∃ 能量较高的 Β / 0 Κ! ∋ ∋ ( + ) Δ

,

中等能量的

+ / Τ ? ΚΤ + + ) Δ
,
以及低能量的 . / Ρ 9

�

在下一代更高

亮度的
“
粒子”工厂建成前

,

这几台加速器将运行相当

长一段时间
,
估计至少 , 一 年

,

除了上述成就外
,

还有一些方面也值得一提 ∃

!
�

培养了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
、

善于拚搏
、

敢予

夺取胜利的高水平的科技队伍
./ 0 9 的建造过程也是加速器队伍的成长 过 程

�

工程一开始
,

加速器发展历史上动荡不定的阴影未散
,

大部分人的信心不足
�

. / 01 是对撞机
,

难度比一般加

速器来得大
,

中国能造出来吗 Ξ ! , # 8 年初
,

也就是加

速器破土动工的一年半后
,
磁铁

、

高频机
、

速调管
、

调制

器等八大难度较高的专用设备试制成功后
,
上面的问

题就得到了回答
�

可是能否按期完成
,
四年还是八年 Ξ

到 ! ∀ #  年初
,

批量生产的部件按质按期陆续交货
,

加

速器隧道初具规模
,

%Σ ∋ − + ) 直线加速器调束成功
,

没有人再担心是否能按期完成了
·

代之而来的问题是
,

. / 0 9 的亮度到底是多少 Ξ 苏联造了这么多加速器
,

可

是亮度从来没有达到过设计指标
,
中国是否能行 Ξ 这

一问题到 ! ∀ # #年底
,
也就是对撞后的两个月

,
得到了回

答
�

. / 01 的亮度是世界上同能量加速器中最高 的
�

. 卜01 真正的成功了
,

目前运行效率也已达  ∋ 肠
,

又回

答了能否长期稳定运行的问题
�

整个队伍的思想面貌

有 了很大改变
,
可谓艺高胆大

�

所以当有人提出建造

一台当代最高水平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加速器时
,

竟然

没有人再说不可能了
�

这支队伍经过了一场实战的锻

炼
,

他们将信心百倍地迎着困难去夺取新的胜利
�

%
�

. / 01 的建造推动了我国有关工业的提高
. / 01 的建造

,

对国内工业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
�

例如
,

我国宽带连续波 &∋ Γ3 彩电速调管
,

由于应用

了 &∋ − 3 Τ 波段高功率速调管研制过程中形成的 工

艺
,

使其质量和寿命有很大的提高
�

又如为储存环研制

的大抽速超高真空的溅射离子泵
,
已被广泛地应用到

不同的领域中
�

以上种种
,

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

但是意义还远不止此
。

. / 01 的成功
,
使国际社

会对我国的工业和技术水平刮目相看
�

. / 01 犹如一

个橱窗
,

是免费的广告
�

它的每一部件及分系统的质

量
,

已直接作为我国在国际上加速器重大项目夺标的

重要判据
�

过去的三年中
,

由于我国直线加速器用的

盘荷波导加速管的质量优异
,
已经向美国

、

南朝鲜及巴

西出口
,

并在此基础上承包了南朝鲜的 #∋ − + ) 直线

加速器Κ预注入器段 Δ
�

最近在与美国 ΤΤ 1 合作的过

程中
,
也证实了一点

,
只有那些经过 ./0 1 运行证明

是成功的高技术或部件
,

才被认为有资格参加今后的

国际投标或合作
�

这就是历史的见证
�

三
、

. / 0 1 的下一步

./ 09 已经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

下一步该 怎

么走 Ξ 能否进一步提高它的亮度
,

这不光是实验物理

学家
,

也是加速器物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
�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
,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上

加速器的发展趋势
�

对撞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仍然是

两个 ∃ 高能及强流
,
即建造能量更高的对撞机及发展

亮度更高的新一代中低能对撞机
�

最近几年中提出的

超级对撞机有两台
,
均为质子与质子对撞

�

即美国的

超导超级对撞机 ΚΤΤ 9 Δ
,

西欧的 大 型 强 子 对 撞 机

ΚΒ 4 1 Δ
�

前者已获批准
,
投资约 #∋ 亿美元 , 后者还处

于
“
游说”阶段

,

由于利用了西欧中心已有的隧道及相

应设施
,

投资为 !Σ 亿美元
�

至于电子对撞机
,

由于受到

辐射功率的限制
,

无法建造更大的环形对撞机
,

而必须

由新兴的直线对撞机来代替
�

后者在理论和技术上还

有很多间题有待解决
,

估计要到本世纪末才会有眉目
�

在这种情况下
,
人们当然会集中到第二个方向上去

,

即

试图建造一种亮度比目前高 ! ∋∋ 倍的正负电子 对 撞

机
�

其中
,

人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所谓的 卜
‘

粒子工

厂及 . 一
粒子工厂

�

前者能量为 7 6 Κ !
·

Σ一 %
�

Χ( + ) Δ
,

亮度 为 ! ∋
& , + 。 一 , Τ + 9 一‘ ,

后者能量为 % ( + ) Κ
。Ψ Δ Ψ ! ∗

( Ν ) Κ
+ 一

Δ
,
亮度为 !∋ ” + Υ 一 , Τ + + 一‘

�

图 % 为的 卜
9

工厂

的一个示意图
�

正负电子分别在两个环中运动
,

每个

环中含有几十个束团
,

使每秒中对撞的次数大大增加
,

以 达到提高亮度的目的
�

一旦这种工厂建成
,

那么现

有的机器性能就大为逊色 , 表 % 中给出了现有对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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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储存环设计示意图

与设想的机器性能的对比
∀

这种机器的主要困难是还

有一些理论问题没有搞清
,

特别是束团不稳定性
,
可能

会使上述亮度成为泡影
∀

所以目前正在加紧研究中
,

还没有哪一个计划得到某一国家的批准
∀

人们估计
,

即使批准了也需花上五年才能建成
,

至少经过两年的

调束及机器研究
,

才能使亮度达到设计值
∀

可以预言
,

在今后的六七年中将不会有这种“粒子”工厂
∀

因此当

前更为现实的方针是尽量提高已有加速器的亮度
∀

例

如
,

美国的 ) ( ΓΗ 在最近的十年中采取了各种办法
,

) ( ΓΗ 积分亮度 3 角圈积分亮度的最好纪录 4

与改进提高措施的时间关系

# ( %) 的设计亮度与 Γ%( Ι Η 的运行亮度

( 3能量 4 ϑ # ( Κ ) 亮度 ?%( Ι Η 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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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外对现有及设想的气
一
‘”
工厂

、
# “#

”

工厂的性能比较

了一) ∃ Θ
?%( Ι Η Α
> 5 Η 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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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又 ∗ ! 嘴

9

. Π ∗! ,

. 火 ∗ ! , 9 只 ∗ ! , Ζ 8 火 ∗ ! ‘

Ε
每年运行时间为 ∗ !! 天 , 而 3[∴ ] !

∀

., 火 [ Σ Ν Μ

‘ #( Κ & 在 ∗
∀

, / 0 1 时达到的最高亮度为 .
·

7 Μ Β Ν , Ν

表中亮度单位为
。Σ 一 .广 ,

中给出了 # ( %) 在 ∗
∀

” / Ν 1 和 .
∀

Ν / 0 1 及按照上述

规律应达到的设计亮度
,

也列出了美国 Γ %( Ι Η 运行

时达到的亮度
∀

一年多的运行
, # ( %) 在能量为 ∗

∀

,,

/ 0 1 达到的最高亮度为 .
∀

石 Μ . !
8。。二一 , Γ 。。一 ‘ ,

比 了 9

的

下降略少
∀

这是由于 # ( %) 的聚焦结构设计十分先进
,

以致于在不用扭摆磁铁的前提下
,

只要稍加调整聚焦

形态
,

就可以使亮度的下降少于 州
∀

由于机器研究时

间的限制
, # ( %) 的潜力尚未完全开发 出来

∀

利用现

有的设施
,
稍加小修改

,

如扭摆磁铁的采用
,

或用单对

撞点代替目前的双对撞点
,
以减少束束相互作用等等

,

使亮度再增加一倍是完全有可能的
∀

即在 ∗
∀

” / , 1

时达到 , Μ ∗ ! ’∀ & Σ 一 ’。0 0 一‘ ,

同时相应 地在 .
∀

Ν / , 1 时

为 Γ Μ 一。
’Ν 0 Σ 一 Ψ Γ 0 & 一 ‘∀

如果采用 。 ⊥ < ⊥月,

对撞点 尹
Ε

降到 8 “Σ ,

那么亮度将再有 .一 8 因子增长
,

即在 .
,

!

/ 0 1 时为 .
∀

9 Μ Β Ν
’‘& Σ 一之Γ 0 0 一 ‘∀

按照美国 & Ν Φ < 0 ΒΒ 大

学 ) ( Γ Η 的经验
,

采用多束团对撞
,

由于 # ( % ) 的周

长太小
,

估计 8 个电子束团与 8 个正电子束团对撞是

有可能的
∀

那么亮度将有增长一倍的可能
,
即可达 9

∀

 

Μ ∗!
, ‘。Σ 一 , 2 0& 一 ‘∀

当然这是完全理想的情况
,

只要上

面有一步失败
,

那么亮度将不可能有 ∗! 倍的增长
,

而

是 , 倍或更少
∀

另一方面
,

要达到上述世界第一流的

指标是十分艰巨的
,

每走一步将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

代价
∀

这一点可以在图 . 中见到 & (Γ Η 的每一步改进

并不是马上见效的
,

而是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摸索
,

取

得经验后才能把亮度提高一步
∀

特别是 Σ ⊥ <⊥ 吞和多

束团的采用
,

需要作较大地改动
∀

首先
,

必须实现 .
∀

。

/ Ν 1 的全能量注入
,
也就是说

,
目前的直线加速器速

调管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必须提高到 . , 6 _ 左右
,

其中

&∀一

见图 8
∀

又如 Σ ⊥< 甲
,

单对撞点
, Σ ⊥& Φ

叩
,

多束团对

撞等等一系列措施
,

使亮度提高了 ∗! 倍之多
,

也就是

在 Ψ Μ 7 / 0 1 时
,

达到了 Ψ Μ ∗ ⎯” & Σ 一 , Γ 0 & 一‘ Ζ 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成就
。

鉴于我国的国力有限
,

不可能在最近的五年中再

投资建造新的大机器
∀

所以一个现实的道路是 效 仿

& ( ΓΗ ,

采用一切办法
,

用较少的投资
,

提高 # ∃ %) 的

亮度
,

增加它的竞争能力
,

延长它的寿命
∀

等到我国的

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后
,

再制订合理的规划
∀

# ( Κ & 在 .
∀

Θ / 0 1 的 设 计亮度是 ∗
∀

− Μ ∗ ∀ ‘,

‘Σ 一 , ∀ 0 。一 ‘,

根据加速器理论
,

在同一个形态下
,

亮度将

随对撞能量 丫 的四次方而下降
,

如果利用扭摆磁铁控

制正负电子束团的发射度
,

使它不随能量的改变而改

变
,

那么
,

亮度才能随对撞能量 丫 的平方而下降
∀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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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物理所专题讲座 Κ9 Ν ϑ ϑΝ [ ∴Μ ∴ , Δ 简况

‘干评
。干�干咔

�干�十咔
�十�干咔

�十�
干咔

成五边形边的 9 一 9 键

平均长度为 !
�

∗ & % Κ, Δ

盖
,

组成相邻六边形间

公共边的 1 一 1 键平均

长 度 为 !
�

& # # Κ∀ Δ 盖
�

自从 9
8 。

被发现后
,

引起

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

现

在世界上 9
。。

的产量已

! ∀ ∀ % 年理论物理所第一次专题讲座于元月 ! 日 经达到了每天 !∋ ∋ 毫克
�

举行
,

北京大学物理系韩汝珊教授应邀以
《 9

‘。

及相关 韩教授对 9�
。

及相关研究的介绍
,

包括以下 几个

研究进展
》
为题作了报告

�

方面 ∃

9
。。

又被命 名 为 .∴ + Γ Υ Μ Η Τ ϑ + Ο

或 Ω ∴ �� + Ο + Η + ,

它 一
、

9
‘。

的发现 ,

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 . ∴9 Γ ] ⊥Λ ��� 9
。。

是自然界中 二
、

1�
�

的结构 ,

纯碳的第三种存在形式
,

也是有限个碳原子组成的第 三
、

固体 98
�

Κ即 Ω∴� �+ ΟΜϑ +Δ 作为一种范德瓦尔

一种稳定的形式
�

9�
�

是由 8∋ 个碳原子及碳原子之间 斯晶体
,

与石墨和金刚石相比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参

的1 一 9 键围成的一个球形空腔
,

表面具有 !% 个五 数
,

以及它的半导体性质 ,

边形和 %∋ 个六边形
,

外形很象足球
�

不过与足球的 四
、

掺杂的固体 1
。 。

ΚΩ ∴� �“ΜΠ +
Δ 与超导 ,

球面所不同的是
, 1

Ν �

的五边形的边 Κ1一 1 键Δ与相 五
、

由更多的碳原子组成的更大的球 形 空 控 如

邻六边形之间的公共边 Κ1一1 键 Δ的长度不相等
�

组 9,
� , 1

, 。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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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氧被液化
�

!#∀ # 年 英国物理学家 Ι
�

杜瓦液化氢
�

!∀∋ # 年 荷兰物理学家卡
·

翁内斯 液化氢
,

获得

绝对温度 礴
�

% 开以下的低温
�

!∀ !! 年 卡
·

翁内斯在莱顿实验室发现 超 导现

象
,

这是在获得绝对温度 ∗
�

% 开以下低温时
,

发现汞的

电阻突然变为零
,

在排除其它可能之后
,

镜内斯确认这

是真实效应
,

从此
,

超导物理学诞生了
�

!∀ !& 年 卡
·

翁内斯因研究低温下物质 性 质并

制成液氦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

他首次使用 “超 导 电

性”一词
,

发现锡和铅Κ甚至是不钝铅Δ的超导电性
�

!∀% ∗ 年 荷兰物理学家 3
�

4
�

开索姆从热力学出

发
,
对描述超导热力学理论作了初步的工作

,

但未引起

重视
�

!∀ &∋ 一 !∀ & & 年 荷兰物理学家 0� 埃伦费斯根据

超导体比热在转变点不连续变化的特性
,

提出二级相

变的概念
�

他的学生 =
�

Ι� 拉特格斯将此理论用于超

导体
,

得出与实验结果非常一致的著名
“

拉特格斯公

式”
�

1� Ι� 戈特受到启发
,

限于 . “ ∋ 的超

导态
,

发展了比较全面的超导热力学理论
�

几个月后
,

即 ! , & & 年
,

德国物理学家3
·

迈

斯纳和奥克森费耳德发现
,

当进人超导态

后
,
实际上超导体会将体内的磁力线排斥

在体外
,

其内部磁感应强度点保持为零
,

就

像一个理想抗磁体一样
�

这就是著名的迈

斯纳一奥克森费耳德效应 Κ现称迈斯纳效

应Δ
�

戈特最先看出这一效应的重要性
,

与

4
�

.
�

卡西米尔将此理论进一步完善化
,

提

出
“

二流体
“

这一新模型
,

将超导体临界磁

场与温度关系的抛物线形式
�

!∀ &Σ 年 德国物理学家 Ω
·

伦敦和 4�

伦敦兄弟二人提出两种描述超导体的电动

力学方程
,

即“伦敦方程” ,

比较理论地解释

超导体的电磁性质
�

他们还预言 ∃ 在外磁

场中
,

超导体内部磁场并不是完全为零
,

而

是有一个很薄的穿透层
�

Κ待续Δ

召α经叨止开知、β、甘户口β月或
‘‘,丈钻

∀
巴叫沪β尸乍摇

,、,卜

。

沙恩
。

部分速调管放大器还需要用 “ 6_ 的新速调管代替 ∋

储存环的高频系统也须作相应地改进
∀

实现 Σ ⊥< 甲 要

求束团的纵向长度 入 Α凡 ] ∗
∀

为了缩短束团长度
,

高

频发射机必须采用更高的频率
,

即 ,!! 6χ δ ,

或者保持

目前的频率 . !! 6χ 二

不变
,

而将高频腔的电压增加到

. 6 1 ,

这样输入高频腔的电压就达 ∗ .! 6_
∀

能否用

增加高频腔的数目来克服这一困难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当然
,
在采用上述重大步骤之前

,

还有一系列的间

题必须认真研究
∀

例如
,
为何 Σ ⊥< 毕 在美国的 Γ %( Ι Η

机器上没有成功
, # ( %) 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ε 多束

团对撞时环内的流强应为 ∴ 8! ! Ρ< Ι ,

是否会受某 种

不稳定性的限制
,
这个流强下的同步辐射功率将很大

,

真空室是否能承受等等
,

均是十分有趣的课题
∀

总之
,

困难是有的
,

但前途是乐观的
,
至于如何用好这样的亮

度
,

将是我们的高能物理学家的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