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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子型反中微子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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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 拌型中微子
, ,

#相

应的反粒子为 时 粒子

和 拌 型反中微子 丐 ! ∀

在 ∃ % & ∋ 年发现电子后的近一个世纪中
,

人们对物 第三代轻子包括轻子中最重的 ( 粒子和
二

型中微子

质结构基本组元的认识已前进了一大步
 

原子不是物 叭 #其反粒子为 尹 粒子和
)
型反中微子 ,

,

! 

质的最小单位
,

它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
,

而原子核又由 第二类 “基子粒子” 是组成强子的层子 #或称夸

质子和中子组成这样的常识已为许多人所 了 解
 

这
’

克!
 

层子也有三代
,

即第一代的上层子
。

和下层子

样
,

在很长时间里
,

电子
、

质子
、

中子等粒子一直被看作 ∗ ,

第二代的聚层子
‘
和奇异层子

) ,

以及第三代的顶

是组成物质的
“

基本粒子
”

 

但是
,

随着加速器的出现 层 子
‘
和底层子 +

 

它们又各有自己的反粒子
 

上
、

和探测技术的发展
,

到 ,− 世纪 .− 年代
,
由于一大批共 下

、

奇异
、

架
、

顶
、

底六种量子数被称为层子的六种
“

昧

振态粒子的发现
, “基本粒子”的数目猛增为上百种

 

道”
 

此外
,

每一种层子又具有称为“颜色”的特性
,

即

从而使人们意识到
,

介子
、

重子这些一度被人们称为 每种层子又有
“
红” 、“

蓝”、“

绿”三色
 

这样
,

三代层子
“基本粒子”的强子可能并不是基本的

,

物质结构可能 连同它们的反粒子总共有 /. 种
 

尽管强子由层子构

存在更深一层次的基本成份
 

成的结构模型在许多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功
,
但是实

由于实验技术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
,

迄今人们 验上至今尚未发现具有分数电荷的自由层子
,  、

∗
、 ‘、

已经能对 ∃ ( “厘米的微小颗粒
,

判断其内部是否可能
‘、 +五种层子的存在只得到实验的间接的证实

,

而
)
层

有新的结构
 

并把迄今尚未发现有结构的粒子称为更 子的存在实验上尚未得到证实
 

因此
,

和轻子不同
,

我

深层 次的
“
基本粒子”

 

们无法通过实验精确地测量出每种层子的量子数
,

例

新一层次的
“
基本粒子”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 如对于层子的质量
,

我们只能通过有关的实验间接地

是不参与强相互作用的轻子
 

轻子又可分成所谓的三 确定它们的数值
 

代
 

第一代包括电子
� 一 、

电子型中微子
, 。

#相应的 第三类
“
基本粒子

”

是传递各种相互作用的媒介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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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分物体中氮的含量
 

对 &
 

∃∋ 2 �3 能级来说
,

每厘

米厚含氮爆炸物所产生的净共振衰减约为 , 呱
 

用于这一目的的理想的 丫 射线源应是所发射的光

子能量集中在 &
 

∃∋ 2 � 3 士 ∃ −−
� 3 范围内

 

这样的源

实际上得不到
,

作为一种补偿的办法
,
以色列的一个组

在常规的
二

探测器中加人富氮的探测介质
,

做成共振

探侧器来探测从物件中透射出来的 二 射线
,

这种探测

器只对 &
 

∃∋ 2 �3 土 ∃ − 4 53 能量的光子灵敏
 

已在实验

室做成的一种共振探测器就是在市售的液 体 闪 烁 体
6 7一 , ∃/ 中加人一定量的氰甲烷

,

用这种混合物做成

的闪烁体能探侧到共振吸收的成分
。

产生 &
 

∃∋ 2 � 3 光子的途径之一是利用
‘/ 8 俘获

9
·

∋ : 2 � 3 质子
,

产生
’/

8伽
, 丫 !

‘;
6 反应

,

发射出 ,
 

∃ ∋

2 � 3 的 二 射线
 ’, 8 俘获质子后在一给定的角度 下

所发射的 丫 射线是单色的
,

在相对于质子束方向 % −
 

,
。

处发射的光子恰好为 &
 

∃ ∋, 2 � 3 ,

接近于用作核共振

吸收的理想的 丫 光源
 

这类质子加速器的流强需达到

< = 毫安的水平
 

另一种可用的源即所谓的高能韧致

辐射源
,
实际上是一能产生宽的高能光子谱的电子加

速器
 

用这样的源所能得到的共振光子只占很小的比

例
,

但具有足够束流强度的电子加速器可以买到
 

用上述源所产生的 二 射线来扫描待测物件
,
用共

派探测器和普通 ) 探测器来分别探侧总的衰减成分和

非共振衰减成分
,

由此侧出物件中氮含量的分布图象
 

图 / 为以色列组测量氮的 丫 射线共振吸收实验安排的

示意图
 

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则是用 高效

率的非共振 丫 探测器来测量共振
丫
射线通过氮时信号

强度的减小来定氮的含量
 

以色列及美国的这两个组

正在进行的这方面研究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综上所述
,

在民航部门为解决隐藏爆炸物检侧的

束流

谁鱿迭带

共振探测器

一 6 >= 非共振探测器

图 / 测量氮的 丫 射线共振吸收

的实验安排

诸多手段中
,

以核技术

为基础的检测方法已取

得了令人注 目的 进 展
,

有的已发展成为迄今为

止最为先进的新一代机

场安检设备
 

但它也同

任何其它方法一样
,

并

非尽善尽美
,

在实际使

用中尚存在这样那样的

不足之处
,
可以说至今

还没找到一种十分有效

的手段来充分满足民航

部门对隐藏爆炸物检测

的要求
 

为此
,

对已经开发出来的检测装置加以改进和

完善
,

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出新的更为先进的机场安检

设备
,
这是对科技界提出的一项艰巨又有意义的课题

 



子
,

包括光子 丫、

胶子 8
、

中间玻色子 ? 士
和 94 以及

引力子 ≅
。

光子是最早被人们热悉的几种粒子之一
,
它

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媒介子
 

胶子是传递强相互作

用的媒介粒子
 

虽然引入八种带
“
色

”
胶子的量子色动

力学对强相互作用的描述取得了成功
,
但是和层子一

样
,

实验上并没有直接观测到自由胶子
 

而且
,

如果色

囚禁理论是正确的
,

人们将永远不可能直接看到自由

的层子和胶子
 

因此对于胶子的量子数
,

例如质量是

否等子零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到 ∃ & % / 年才被发

现的 ? 土

粒子和 9− 粒子都是弱相互作用的传递者
,

其中带电的 ?
士

粒子只参与引起电荷交换的 弱相 互

作用
,
而电中性的 94 粒子只参与没有电荷交换的弱相

互作用
。 Α 生

和 9
。 ’

Β立子是迄今已发现的最重的
“
基

本粒子
”

 

引力子 ≅ 是为了描述引力相互作用而引人

的一种传递引力的假想粒子
,

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的

确认
 

所以
,

有关 ≅ 粒子的性质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

的猜测
 

下面把新一层次的
“
基本粒子”的一些主要性质总

结于下表中
,

以供参考
 

因为反粒子和相应的粒子具

有相同的质量
、

寿命
、

自旋等量子数和相反的电荷
、

宇

称
、

轻子数
、

重子数等量子数
 

因此
,

对反粒子的性质

就不再—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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