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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 &∋ 年代
,

人们

巳经通过实验发现
,

物质对 (

射线的吸收曲线在吸收限的高

能一侧
,

不是单调变化
,

而有振

荡现象
 

从吸收限到大约高于

吸收限 ) ∋ ∗ ∋ + , 范围的振荡
,

称

为扩展 ( 射线 吸收 精 细 结构

− .
( / + 0 ! 1 ! 2 一 3 4 , 5 6 7 1 8 9 / :1 0

; , 0 1
7 / 8 < = / < 8 + �

,

简称 . 2 5 ; 7
 

一般将其定义为 2 �
户 一 拼

。

鲜。

” 为实测吸收系数
, ” 。

为吸收

系数单调变化部分
 

长期以来
,

人们对 . ( 5 ;> 现象做了各种

解释
,

但都不能令人满意
,

理论

上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直到 ?∋

年代初
, > , + 8 0

,

7 4 ≅ + 8 7
,

Α ≅ / Β
+

等人在理论及实验上做了一系

列工作
,

首次明确指出 . ( 5”

的理论基础是短程有序 −7Χ 18
/

3 4 0 Δ + 1 8 ! + 8
� 理论

。

从 > 3 1

理论出发
,

对 . ( 5 ;7 现象公

认的解释是 Ε . 2 5 ; > 来源于

吸收原子周 围的原子对光电子

波散射导致的干涉效应
,

由此

可以精确计算出原子间距
、

配

位层等原子近邻结构的 信 息
,

从而揭示了 . ( 5 ; > 与物质原子结构的密切关系
 

早期 . ( 5 ; > 实验是以常规 ( 光机为光源的
 

由

于 ( 光机光源自然发射角大
,

连续谱部分光通量很低
,

所以一次 . ( 5 ; > 实验往往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
 

同

步辐射光源具有辐射光谱宽广连续
,

高通量
,
高亮度

,

准直性好
,

发射角小
,
偏振性好

,

稳定性高等一系列独

特的优点
,

因而是理想的 . ( 5 Φ7 实验光源
 

同步辐射

应用于 . ( 5 ; > 实验
,

使实验时间缩短到十几分钟甚

至几分钟
,

信噪比大大提高
,
因而不但使常规 . 2 5 ;7

实验质量获得极大改进
,

而且使研究痕量元素的近邻

结构及动态过程成为可能
 

同步辐射使得 . 2 5 Γ > 实

验从一种有趣的新奇方法转变为分析化学中广泛应用

的手段
 

北京同步辐射实验室 −Η 73 Α � . ( 5 ; 7 实验装置

是国家重点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 −Η . Φ ∀ � 的

一个组成部分
,

它包括 Ι ϑ ΒΗ 光束线及 . ( 5 ; > 实验

站两大部分
 

Ι ϑ ΒΗ 光束线是一条&& 米长的高真空管

道
,

其中包含了限光狭缝
,
双晶单色器等多种精密设

备
 

它的作用是将对撞机产生的广谱同步辐射光单色

化
,

并送人实验站
 

. Κ 5 ;7 实验站主要由探测及数据

采集系统组成
 

整个 . 2 5 ; > 实验装置由计算机控制
,

具有高度的自动化
 

该实验装置是在吸收借鉴当代国

际同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

由我国科技人员自行设计

研制成功的
,

从而实现了我国在同步辐射 . ( 5 ;7 原

子近邻结构分析领域内零的突破
 

目前在国际上各大同步辐射实验室中
,

. 2 人; 7 是

一大用户
 

例如
,
在美 国斯 坦福 同步 辐 射实验室

−7 73 Α �
,

每年约 ) % Ι 左右的运行时间用于 . ( 5 卜> 实

验
,

约有近百个不同的研究组进行 . 2 5 ; Λ 方面的实

验
,

在研究晶态
、

非晶态固体
、

液体
、

生化体系
,

催化剂
,

高温超导材料等的结构问题方面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

工作
 

目前已经发 展 起 来 的 . 2 5“ 探 侧 方 法 包 括

透射法
、

荧光法
,

光电子产额等多种 方 法
 

图 ) 为

同步辐射 . 2 5 ; > 实验系 统 示 意
 

晶 体 单 色 器 将

同步辐射广谱白光单色 化
,

从 中 分 离 出单一 波 长

的 ( 光
,

其能量分辨率 二剐 . 达到 & ( )∋
一 ‘,

同时

双晶单色器

前电离室

Μ 0
队丹

 

气样品

后电离室止Ν服
一州

光学平台

根据实验的设定
,
在计算机控制

下
,

在一定的光子能量范围内进

行扫描
 

样品前后各有一个电离

室
,

其输出正比于它所吸收的 (

光强度
 

在每个采样点
,

由计算

机读取前
、

后电离室强度 几
、

Ο
,

并记录下来
 

由物质吸收定 律
Ο � Ο

。  , 一” ‘ ,

即可得到吸收系数
, Ε

, Π 、、
二 ∃ /,

−)∋ % Β�
、

、、
”的表达式 ” 一 二

几登公
二

·

将各

Θ维缝
二狭

实验棚层

幽
图 ) . 2 5 ; > 实验站框图

个光子能量点 )  , Ο 值代人
,
则

可得到 拜−. � 对于光子能量 . 的

曲线
。

图 & 是 Η 7 3 Α . 2 5 ; > 实验系

统实际测量得到的铜的 Ρ 吸收边

的补−. �的谱
 

应用 . ( 5;> 离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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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物理知识》是我的良师

益友
,
是我们学生最欢迎的课外

读物
,

我们师生 与她结下了不解

之缘
 

我是个教
《
普通物理学

冷
的教

师
, 《

现代物理知识
》
以她那新颖

的内容
,

鲜明的特色
,

丰富的知

识
,

开阔的视野
,

流畅的文笔激发

了我们师生头脑的灵性
,

她定期

给我们师生输入新鲜血液
,

使我

们呆板枯燥的教与学呈现出昂然

生机
 

她的许多文章
,

被我们原

封不动地搬上课堂
,

有定性叙述
,

有定量推导
,

联系实际
,

图文并

茂
、

兴味浓烈
,

老师乐意讲
,

学生

乐意呛 Τ 有的文章
,

我们加以整理

摘录
,

作为课文的注释和补充
,

很

容易记忆
。

在《普物
》
教学中

,

我不断地

介绍
“
物理前沿问题” ,

什么是
“
物

理前沿问题 ,’Υ 资料从哪里来 Υ一

直是个头痛问题
 

《

现代物理知

识
》
的

“
物理前沿”栏目

,

系统地介

绍物理学的新发展
,

新成果
,

新材料
,

折技术
,

解决了这

一大难题 Τς= 普物
》
教学要讲些

“
物理学史” ,

我也从
《
现

代物理知识
》
上找到了资料 Τ特别是她对我国广大知识

分子的楷模
,

热爱祖国
,

值得我们民族自豪的中国著名

物理学家
,
在介绍他−她 �们的出身经历

、

顽强的求学毅

力
,

艰苦卓绝的科研精神和科研教学丰硕成果的同时
,

还让他们的音容笑貌呈现在读者眼前
 

当我阅读这些

文章时
,

如同正在面对面地同他−她 �们谈话
,

聆听这些

伟大科学家们的教诲
,

可敬可爱可亲
,

摧人上进 Τ在 日

常教学和工作的间隙
,

看
“
今 日中国物理” , “

今日国外

物妙
,

和
“

现代物理信息”栏目
,

几句话一条信息
,

都是

精文之髓
,
现代物理之热点

 

饭后茶余
,
眨巴眨巴眼便

能知道物理发展 的新动态
,

颇有状元不出门
,
便知天下

事之感
 

有一册《现代物理知识》在手
,

使我的头脑逐步

跟上 了物理科技发展的新步伐
,

其乐无穷
 

每届新生的第一次课
,

我总要搬
∃

七一楼子
《
现代物

理知识
》 ,

摘读其中几段文章
,

并向学生推荐这册刊物
,

使我的
“
绪论”课的讲法调换了 口味

,

引起了学生的兴

趣 Τ 每到期中
, 《

普物
》

成绩好者
,

便能得到我赠阅的
《
现

代物理知识
》 ,

学生们把她作为最有意义的奖品
 

当我获得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
,

手捧荣誉证

书时
,

我向北京深施一礼
,

感谢《现代物理知识
》
编辑相

出版的同志们
,

给了我一个好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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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程序对实验获得的吸收谱进行分析处理
,

即可得到

爪
、

∴ , 、 4 Τ

等物质结构信息
 

图 Λ 为分析中间过程得到

的 价−
『 �一 曲线

 

图中各峰位距离即表示铜原子各配

位层相对距离 图 Ι 为分析得到的 弋刀
一 Ρ 曲线

 

图

Λ
、

图 Ι 中上部曲线为我们实验的结果
,

下部曲线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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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Ρ . Ρ 光子工厂同类实验系统上获得的结果
,

两

者吻合得十分好
 

由此可见
,

我国第一个同步 辐 射

. ( 5 ; > 实验装置的各项指标已基本上达到了 当前 的

国际水平
 

有理由相信
,

随着该实验装置的不断完善
,

它必将对广泛的学科领域中结构研究的发展起巨大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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