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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同位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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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中子 引起的
含, ,

� /
裂变反应中

,

发现了丰中

子同位素
‘,
0 。

、 ‘( 0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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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测量了它们的产额和

户衰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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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盆力场对核自旋的辐合

在两个自旋取向上
,

测量了 ” ,
= > 与

’“ ,
= > 的核

自旋精确频率相对于地球重力场的比率
(

发现重力能

的自旋依赖成分小于 <
(

< ? +≅ 一 ” ∃ %
(

这结果提供了对

核自旋等价原理的检验
,

并给出了可能的标量一膺标

量相互作用祸合到自旋上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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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流极化爪原子束的获得

发现钾原子光学泵浦后
,

随之在强磁场中与氖原

子作自旋交换散射
,

可以产生一个强的
、

自旋高度极化

的原子氖束
(

氛原子的极化度达 )”土 �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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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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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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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物理新实验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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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尸 俘获后放出质子与爪核

首次测到静止
”
= ‘

吸收 厂 后放出 ϑ 与 Κ
(

这

表明俘获过程中存在着核子
一

核子关联及介子交换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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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产生的等离子体中的类 = ∃
发射

首次在激光产生的等离子体中测到类 = 。

发射的

明显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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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离在自由 ,
。。

与 0
, 。

分子中引起的等离

子体激元激发

用 同步辐射对 0
‘ 。
与 0 , 。

进行了单光子电 离 研

究
,
电离势能从 ),

8 。

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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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处有强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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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观侧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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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水中寻找超重氢

依原子谱学在浓缩海水中
,

实验 寻找氢的超重同

位素
,

质量的灵敏范围是 +。
‘

一 + ≅
‘
Θ ∃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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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氢

比较
,

其相对丰度 Ρ 8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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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磁半导体中的新电子效应

磁半导体的磁化
,

可以形成量子阱结构
,

从而出

现某些新效应
(

磁半导体层可以形成一个势垒或量子

阱
,
当磁场或温度改变时

,
准粒子能谱会改变

,
因此结

构的物理性质会改变
(

如果形成势垒
,
电子谱会有大

的劈裂
(

如果磁半导体的作用像量子阱
,

能级就因自

旋而劈裂并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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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发射的参盘 ? 一

射线的观测

在硅晶休中观测到了 9≅ Θ ∃ % 质子引起的参量 Ω Ξ

射线 )ϑ 5 35 Φ − ∋ 3 Μ, Ω 一 3 Β !∗
(

并在两个角度得到了 Ω Ξ

射线的量子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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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超导膜中涡流引起的横向电压

第一次实验观测到理论予言的
、

超导膜中涡流运

动引起的非均匀横向电压
(

用涡流轨道解释 了电压幅

度和非均匀电流的关系
(

实验与理论很好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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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性正负电子在晶体中非相千发射的极化

预言了相对论性粒子在晶体中非相干 发 射 的 极

化
(

效应依赖于粒子的电荷符号
(

其幅度随粒子的动

量与结晶面间夹角的减小而快速增大
,

可以实验观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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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质且的新测∋ 值

在质子同步加速器上
,
借助于晶体衍射谱仪

,

对

Γ一“ 0 时
一 � Κ 的跃迁能量的测量

,

定出 Γ 一
介子的质

量为 Ι 7 �
·

8 7 8≅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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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以前所用的值有

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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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光辐射力的观测

报导了观测到的新磁光力 )Φ
5 > 4 ∃ ∋ − − ϑ ∋ Μ∃ Ν − 3 , 。

∗
(

该力作用于磁场中及两个相向传播的极化矢量方向不

同的单色激光的共振磁场中的原 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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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夸克质∋

从轻子衰变中前后不对称性
,

定出轻子矢量与轴

矢量祸合常数之比
,

结合夸克电荷
、 公 极化度等的测量

结果
,

给出顶夸克质‘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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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 +Δ 的精度内
,
与最小标准模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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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穿越辐射中的软 ? 射线

在 电子束能量为 Η≅ 一< <Χ 1 , % 的加速器上
,
观测

了共振穿越辐射中 +一�Σ
∃ % Ω 射线谱的空间分布

(

这软 Ω 射线呈环形对称
,

半角散开为 <
(

Η一 7
(

]⊥4 35 Κ
(

峰辐射角随电子能量增加而增大
(

共振穿越辐射可以

用于粒子探测
、

束流诊断
、
Ω 射线源亮度的增强及自由

电子激光的发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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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
一

射频双共振研究原子
、

分子与离子束

分子束激光射频双共振法
,
用于中性的或离子的

原子和分子电子态性质的研究
,
可以达到高精度

、

高选

择性及高灵敏度
(

另外
,

可高精度测量分子的转动结

构及电偶极矩
,

和研究原子离子与分子离子的相似性
(

文章给出了方法和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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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闭空间中的辐射原子

激发原子辐射是物理现象的基本机制
,

其重要性

不亚于激光辐射
(

常规激光场的量子涨落最终导致自

发发射
(

考虑无法逃逸的情况
,

在镜腔中
,
电磁场被反

射回放出辐射的原子
(

自发发射率因环境的不同可以

加强或减弱
(

腔引起的修正
,
进一步引起能够 的 散

开和辐射的改正
(

在微微波激射器 )Φ Μ, 3− Φ ““] 中
,

原子的场辐射被存贮在低耗腔中
(

辐射能可以发射和

再吸收许多次
(

微微波激射器场不具经典特性
,

可由

量子理论简单描述
(

)Ζ
·

1 ∃ ∀ 0  ∃ Κ ∃ ,

: −
·

Η ∗

� ! ∀
(

& ∃ ∋ ∋
(

)物理通讯 ∗+ 7 7 <

+
(

重中微子探索

在 ;
“

衰变中探索重的中微子
(

根据大约 + + < ≅ ≅ ≅

强子末态事例
,

排除了大于 Ι Ι
(

, Θ “% 的新的 ΖΜ 35 。

中

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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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Τ # : 户尸 对撞机
,

丫二 Π 8 � −Θ − % ,
用 / Ψ ⎯

探测器探索标量轻夸克对产生
(

轻夸克衰变为夸克和

电子或者夸克和电子中微子
(

积分亮度 + � � ∴一孟
(

确

定了产生轻夸克的质量下限 8 9 Θ ∃%
,
7Η 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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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强子平均寿命测∋

在 ;≅ 衰变中
,
用最大似然法拟合轻子碰撞参数

的分布
,
导出 2 强子平均寿命 几 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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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个是统计误差
,

第二个是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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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强子
一
强子碰撞的新的阅效应

本文讨论了新的超重粒子产生引起的 冲 散射 幅

度的闭效应
(

看到新粒子产生伴随着屏蔽效应
,

散射

度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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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电二极矩新的测∋

测量中子电二极矩的新实验
,
用有电场的磁共振

设备和强的超冷中子
,

中子的电二极矩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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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是系统误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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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第一次证实

在 Ζ Τ δς ∃[
∃ 一

贮存环
,
用 Ψ # Θ α ∀ 探测器

,

第一

次证实了 2 介子衰变为 义
。

介子
(

, 叶义
‘
Ω 衰变的遍

举分支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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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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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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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没有 Ω∋
Β

产

生
(

另外
,

单举衰变 2士叶义
。 (
Γ 士 的四个选择观测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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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 自恢复超导杂牧子探测器
用钨颗粒制作的超 导条粒子探测器

,

在灵敏于粒

子之后短的时间内
,

探测器自动恢复能力是很有价值

的优点
,

可用于高能粒子对撞机的顶点探测器
(

用颗

粒钨制作的超导条探测器
,

观测到了几个 + ≅ ≅ ”% 的脉

冲幅度
,

恢复时间是 +≅ 一Η≅ ”
(

估计效率 一“Δ
,

结

果证实 了高分辨 Ω 射线探测器超导条的 潜 在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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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射线爆发空间分布观测

宇宙 二 射线爆发源的性质
,
在夭文物理中是长期

未进展的问题
,

缺乏真的空间分布和固有亮度知识
(

在 丫 射线观测站上
,

测定的爆发率大约一天
(

本文分

析了 ‘, , 个事例
,

强度分布不月及从期待的一号
幂定律

·

在统计限制范围角分布各项同性
(

这些结果和任何已

知的银河物体群的空间分布不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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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电超新星残迹的起源

观测超新星 + 7 Χ 9 Ψ 看到
,
监视频率 Χ Ι� 1 = ;

和
Χ

·

8 Θ = ;

之间的源强度增强了
,

光谱指数有值得考虑

的变化
(

扩大的射电发射定心在光学 超 新 星 的 ≅
(

,

‘ Β 。 Β ∃, ,

可能的线是〔− 川 6环影象
(

这种发射解释为冲

击加速电子的稀少的同步发射
(

这是首次证明接近射

电超新星残迹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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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 + 7 Χ9 Ψ 的红外谱中
, = 梦引起的性质

本文介绍了在超新星 + 7 Χ 9 Ψ 的外壳中
,

存在 = 才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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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中心活性区城
,

存在膨胀的热气泡

本文介绍了定心在 ∀ > 3Ψ
ε � “3 “‘∃ “

内找到膨胀的

热气泡
(

同样证实蓝色的物体
,
和 δ>3 Ψ ε

方位一致
(

发射 <拜Φ 的热气泡可能是快速的风的冲击激发引起

的
(

这些观测和银河系中心存在一个增大的巨大黑洞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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