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灰色文献
·

编者按 �

所谓
“

灰色文敲
” ,

是指没有正式 出版而仍

然在发行流通的文献
�

其内容包括  科技报

告
、

技术档案
、

会议文献
、

学位论文
、

演讲记录

稿
、

内部刊物
、

内部交换货料
、

调查报告及政府

文件
� “

灰 色 文献
”

一语最早 出现在本世纪 !∀

年代
,

由于 它具 有强烈的 时效性
、

独特的情报价值和潜 在的竟争力
,

本刊将不 定期摘编此类文献奉

献给广 大科技工作者
,

以便 了解现代物理发展的最新 动态
、

方 向及成果
,

从中获取资料
,

以 拓展
、

加

深 自己的科学研 究
�

这 里发表的是 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所 #” ∃ 年度授予博士学位研究者的论 文

摘要
,

希望有更 多的单位与个人提供资料
,

共同办好这一新栏 目
�

#
�

姜香华 � “
大型高空气球球形设计及形变与变 得到了较为合理的结果

�

本文的结果证明加强带降低

工况研究
”
导师 � 何泽慧研究员 了薄膜的子午向应力

,

由于加强带的作用
,

使头部区域

本文对大型高空气球的球形和结构设计及其在不 周向应力不为零
,

因此在加强带气球中薄膜的强度得

同工况下的形变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
�

到了比无带气球更充分的发挥
�

根据本文的计 算 结

本文导 出了考虑加强带
、

多层头部以及薄膜外凸 果
,

就加强带气球而言混合形也优于自然形
�

等因素在内的一般球形方程组
,

并根据此球形方程组 根据气球球膜和加强带不能承受弯矩这一基本特

建立了可以进行自然形或混合形
、

无带或加强带气球 征
,

本文推出了关于无加强带气球和加强带气球的非

设计的计算机程序
�

对于混合形气球本文提出了实用 线性形变定解方程组
�

在此定解方程组的基础上对无

的约束条件
,

并通过比较采用了 %
。

& ∋( ) ∗% �
这样一 带气球的大超载工况和上升过渡过程进行 了数 值 分

种约束条件
�

在此约束条件下设计的混合形气球的应 析
,

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

力潜能和最大周向应力均有所降低
,

而且此约束条件 为了对本文得出的气球形变和应力分析数值结果

使迭代一个球形的计算时间缩短了十倍以上
�

本文尤 进行验证
,

文中提出了一种简单的地面测试方法
�

这

其对加强带对球形设计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

对 是我们第一次通过实测对理论结果进行检验
,

实测表

在气球制造过程中加强带的状况提出了预应变概念并 明其结果与理论结论定性地一致
�

以定量的结果证明了加强带的预应变对设计薄膜应力 +
�

郑汉青 � “

关于自发破缺机制和 , (“
�

粒子性

的影响
,

据此结果指出应尽量避免加强带出现负的预 质的研究
”
导师 � 胡宁教授

应变
�

本文的内容是关于自发破缺机制和希格斯粒子现

在球体结构设计方面本文主要对双层头部和排气 象学的研究
�

管的设计进行了较为深人的分析
�

本文推出了选择双 第一章 介绍了希格斯机制以及关于有效势的

层头部长度的定量依据 � 即双层头部长度应为球体总 辐射修正产生破缺的 −. ∃/ 0 1 ) 2 / () 3 / 4 5 定理
,

在此

长的 + +
�

, 呱& ”肠
�

对大体积或重载气球
,

这个百分 基础上讨论了由真空稳定性要求得到的关于 , (5 5∋ 粒

数应取得相应大些
�

本文对气球在接近升限处开始排 子的质量限
,

并且介绍了多重 , ( 55
∋

模型
�

气时产生的过压及管阻进行了分析并推出了排气过压 第二章 较详细地介绍了能量动量张量的迹反

的计算公式
,

给出了排气管管阻的定量结果
�

结果表 常和低能定理
,
以及有关的 ,( 5 5∋ 粒子与核子或 , 介

明排气管管阻仅占排气过压的百分之四左右
,
因此在 子的等效祸合

�

设计排气管时可以不考虑管阻的影响
�

利用本文推出 第三章 介绍了对于不同质量范围的 ,( 55
∋
拉

的过压计算公式我们对现有设计进行了核算
,

并根据 子的一些主要的衰变和产生过程及其唯象性质
�

核算的结果对原有排气管设计公式进行了修正
,

将设 第四章 回顾了有关寻找 ,( 55
�
粒子的 实 验

计系数由 + 改为 #
�

+6
�

状况
�

本文采用弹性力学的方法对气球这样
一

种柔性壳 以下几章概况地总结了作者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

体的形变和应力问题进行了研究
�

本文以定量的结果 有关工作
�

证明按实际制造气球的程序即使在经典自然形气球中 第五章 研究了一种具有定域标度规范对称性

也同样存在着周向应力
�

同时指出
,
在超载较大的情 的与引力祸合的非标准弱电模型

,

讨论了自发破缺机

况下
,

零周向应力的假定对于无加强带自然形气球仍 制在这种理论中的意义并且讨论了在 吸 收 了 ,( 5 5∋

具有很好的近似性
�

文中证明了对无加强带气球混合 场的模这一 自由度后
,

有质量标度规范场的质凰的宇

形要好于自然形
�

本文通过对加强带气球的数值分析 宙学限制
�

提出了用自发破缺机制来代替近似的标度



不变性的破缺的观点
�

将这一观点应用到对极早期宇

宙的讨论中并指出由引力理论中的瞬子解一 2
。4 0 7.

8

∃/ 解所构成的时空拓朴可以是标度不变性破缺 的 结

果
�

第六章 分析了目前关于质量小于两倍 拼轻子

质量的 , (55
�
粒子的实验

,

指出需 要 更 确定 的 与

, (55
“
粒子衰变模式无关的实验检验

,

研究了在核碰

撞中
二
介子的阐下产生实验中寻找轻的电中性的标量

或膺标 , (55
。
粒子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可以给出 的 对

,( 55
∋

粒子与核子藕合强度的上限
�

第七章 讨论了双圈图计算中遇到的一些特殊

问题的处理方法
,

包括对费曼振幅的计算
,

紫外发散
,

红外发散和共线发散的维数正规化方案等
,

在大费米

子质量的极限下
,

给出了对 , 馆 5∋ 粒子湮灭到两光子

过程的 9 : ; 修正的计算
�

<
�

黄永章 � “
北京自由电子激光器用微波电子枪

的理论与实验研验及束流输运线的设计与研制”

导师 � 谢家麟研究员

北京自由电子激光器 =∗ > ? ≅ Α 是一台 : . Β) Χ , . )

型
、

中红外自由电子激光振荡器
,

它的特点之一是采用

热阴极微波枪作为高亮度注人器
,

经过射频直线加速

器
,

获得大电流
、

低发射度
、

小能散的 电子束流
�

本文

简要介绍了自由电子激光器和高亮度注人器的 发 展
,

讨论了 自由电子激光对束流品质的要求
,

然后报告了

作者在 ∗ > ? ≅ 上所做的工作
,

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

其

一是微波枪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

其二是束流输运线的

设计和制造
�

微波枪由腔体和注人器输运线组成
,

对于电子束

性能在腔内的发展变化
,
例如流强

、

能量
、

发射度和功

率等
,

作者编写了 % Δ Ε Φ Γ 程序进行模拟研究
,

并用

于指导设计和实验 � 对于腔内众多的物理过程
,

例如阴

极发射
、

加速
、

束流负载
、

反轰和微波功率祸合等
,

进行

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

解决了一些关键技术和工艺问题
,

并在实验运行中
,

研究了工作条件
,
如阴极温度

、

微波

功率以及脉冲宽度对束流性能的影响
�

对减少热阴极

微波枪的致命缺点—
反轰

,

作者给予了 极大的关注
,

在理论和实验上研究了三种方法
,

环形阴极
、

偏转磁场

和激光加热
,

以减小反轰效应
�

典型地
,

枪的脉冲输出

流强大于 ! ∀∀ 0 Η
、

能量达到或超过 Ι ϑ /Κ
、

并能工作

在 Λ拜 Μ
�

注入器输运线的目的是对束流进行能量选择和聚

束
,

完成向加速器注入
�

为此模拟了电子束的纵向和

横向运动
,

做出了输运线的总体设计
,

并用 Ν ΟΙ Π Π Ο Γ

程序设计了
。
磁铁和 四极磁铁

�

注人束流的脉冲平均

流强大于 Θ . . 0 Η ,

能量为 ∀
�

Ρ一 ∃
�

. ϑ / Κ
,

在直线加速

器出口处的归一化发射度可达到 Μ。, 0 0 一 0 4 1 Σ
�

最后
,

给出主输运线的设计考虑
,

它的目的是在

2( 聪∃ . 4

内实现电子束和光束的匹配传输
,

并把与光

作用后的束流送至束诊断设备
�

为此用 % Δ Η Γ ∋Ν . Δ %

和 % Φ Δ % ≅ ? 程序作出了 Τ ∀ 。
消色散偏转节

、
# Ρ 。“等时

性消色散偏转节
、

腰腰匹配传输节的物理设计
�

在加

速器后
,

束流流强大于 + 。。0 Η
,

能量可达 +! ϑ /Κ
�

6
�

陈国明 � ‘

,≅ < 二 物理分析” 导师 � 唐李威研究员

本文根据 ≅ < 探侧器所采集的数据
,

从 Θ
。

、
� 十

公 一 这一侧面检验标准模型所预言的轻子普适性
�

确

定有效中性流藕合常数
,

环绕这个主题
,

作者进行了三

个方面的工作
�

其一是 ≅< 量能器束流测试中的 叮二 分辨研究
�

作者首先对数据进行纯度检验和量能器能量校正
�

然

后
,

根据电子簇射是电磁簇射
,

其形状是小而浅
,

而强

子则宽且深这个特点
,

作者比较了电子和 二 以下几个

量的分布特点 � Δ , & ? 5 Υ ? Θ ,  Δ 3 & ? 3 Υ =? 3 ς ? 7Α  

‘ & 】+ Ω ? 3 一 Χ � 。−

Ξ一 Ψ? 3 一 Χ , 。−

∃

提出了
“ Ζ / [ − ∴ Β , ,

和
“ 。/ ∴ Β , ,

作为区分
。
Υ
二
的

标准
,

这样
,

在 6一+∀ Ε / Κ 区域内
,

/Υ !4 分辨都优于

Τ 6 ]
�

其二是能量流分析程序
�

分析的第一步是将同一

角度区域内的各子探测器的径迹匹配在一起
�

为了求

得匹配的合理
,

作设计了一个自动增大或缩小匹配范

围的机制并且使用 ϑ . )Β /

:1 4∃ 。
强子事例优化了控制

匹配的参数
,

使得匹配既合理又省时 =
�

洲 时间 Α
�

第

二步是粒子鉴别
,

鉴别方法综合了 束流测 试
, ϑ . ) 诊

:。Σ 。
和真实事例的计算机图形显示的结果

,

使得
丫 ,

‘ , 胖
, , 的分辨在 ∀一 Μ∀ Ε /Κ 能量区域内都优于 ΤΜ 呢

�

第三步是能量计算
,

其关键是确定其中的几何因子
�

作者以束流测试的结果为出发点
,
使用大量的真

实 ∗ 7 �

37
1

事例和强子事例
,

将测量的能量向了丁逼

近
,

从而正确地确定几何因子
,

优化了能量计算
�

其三是 ≅<
二
物理的数据分析

,

这是论文 的主体
�

在粒子鉴别的基础上
,

作者研究了
�

事例的末态特点
,

确定了 ≅ < 实验中 +
∀

弓
� 十 � 一 事例的选择标准

,

使

用这个标准
, + Λ Λ Τ 个事例被选为

� �

通过拟合
,

得到的

拓扑分支比为 �

# Χ 4 . ) 5 � < Λ
�

+ , ] 土 #
�

+ , 肠=统计Α 士 一 Μ Ρ ] =系

统Α

< Ν 4 . ) 5 � # <
�

Λ Λ ] 士 ∀
�

Μ # ] 士 ∀
�

! !肠

Π Ν 4 . ) 5 � ∀
�

∀ Τ ] 士 ∀
�

∀ Μ肠士 ∀
�

∀ 6 ]

/ , 拼
,

7 分支比为 � /
# !

�

!肠土 ∀
�

Λ ] 士 ∀
�

Λ ]  拼

# !
�

∀ ] 士 ∀
�

Μ 肠 土 .
·

Μ ]  7 Λ Μ
�

< ] 士 ∃
·

∃ ] 土 #
·

∀ 呱  

+ �

科
‘ ς , � 一 的分宽度 � 4 “ 。 Ρ <

�

+ ∀ 土 +
�

ΤΡ ϑ / Κ
�

因此
,

与 ≅ < 实验中所测出的相比
,

在误差范围内

三者是一致的
,

因此
,

本文支持轻子普适性
�

进而通过

对
�

事例的前后不对称测量数据和截面数 据 同 时 拟

合
,

得矢量和轴矢量中性流藕合 因 子 � 尸 , 一 .
·

∀“

土 ∀
�

∀ + <  5 1 二 一 ∀
�

斗, ∋士 ∀
�

∀ ∀峪
�

本文还该出% 极化

不对称性的初步侧量结果
�

=待续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