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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极度丰中子核中存在双中子

用反应 ), 一 , 二十∗与 ), 一 ,

�∗ 造成极度丰中子核
,

通过测连续丢失质量谱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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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光学厚介质表现透明的技术

首次表明
,

一种技术使光学厚介质表现透明
。

透

明来自两个着衣态 )8
9 % : 。。8 : (; ( % ∗ 间干涉的破坏

#

这

是在原子的束缚态及跃迁的高态)造成透明∗间应用时

间平滑藕合激光造成的
#

钾中自电离)紫外 ∗跃迁的透

明度从 %< = )一 70 ∗ )无祸合激光∗到
%< = )一 −∗ )有藕

合激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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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千涉仪

亚稳氦原子
,
以超声速通过金掐上 7件Α 宽的人射

狭缝
, 4杠(Β 后设双缝

,

缝宽 +拼Α ,

彼此相距 即3Β
,

最后

为 7拜Α 宽的探测缝
#

千涉仅可在 +0 分钟内测出 − Χ ≅

9 ; 8 的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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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质子合并束中激光引起的复合

首次观测到了离子贮存环中质子电子合并束中由

激光光子引起的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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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态的临介磁场

测量了超掣体 .声
。。

低与高磁场的温度依赖
,
估

计出穿透深度 几 Κ 7 Η 00 入
,

超导相干长度 , 0 74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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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的反常磁矩

用 料 Κ Ν % 系Χ 7 。碑 估计出
; 9

Κ )Ν 一 7 ∗7 7 Κ

一+ Γ Γ ≅ )≅ ∗ < 一。一 , ,

大到可实验探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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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声子聚焦

脉冲激光在硅中激发面声波
,

观测到了硅 + 00 与

+ ++ 面上声波声子的聚焦
#

并使沟道方向成为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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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结构的极限

用
%
Υ%

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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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的微分截面确定电子的类点结

构
#

质心能量为 ≅ Ρ Ω % &
,

积分亮度为 Σ 4 �Ξ一
‘#

得到结

构标度乙 的下限为 。
#

Σ一 4
#

6 Ε %& ),Ρ Ψ 置信度∗
,

电子

直到 ≅
#

Ν < − 。一
, ’Ζ Α 仍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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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加速

当激光被聚焦时出现纵向分量
#

据此可以用来发

展激光加速器
#

讨论了透镜彼导系统
,

表明这种系统

可以产生高能粒子束
‘

提出了可能的结构
#

用聚焦的
卜> −一 = :

激光脉冲
,

可将电子从 3 Ο%& 加速勤几Ο%&
#

若加速较重的粒子)如质子∗
,

注人粒子应是超相对论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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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在室温 [ ? Ζ 6 膜中引起的非热电压信号

仔细地研究了激光引起的电压信号
,

观侧是对室

湿无偏置 [ ?;
,
Ζ Φ ,

。
: ∴ ]

膜进行的
#

测量了入射能量
、

偏流
、

光的极化及波长与信号的关系
#

信号的幅度对

≅0 Α > Χ
Ζ Α

’

在 呼‘ 电阻上是 ⊥&
。

结果强烈地证明信号

不是热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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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线 拌 子的电荷比和极化度

用大面积地下水契仑可夫探测器测量
#

接收 拌 子

的天顶角为 。
“

一,0
“ #

对海平面动 量 为 −
#

⊥Ε 6 & ΧΖ 的
料子测量结果为 : 电荷比 ∃ )附 Χ 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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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Ε %& 能区

便有可能摆脱限于同位素制备的穆斯堡尔源
#

这是一

个有巨大应用前途的宽广领域
,

但只有在高亮度的第

三代同步光源上才能成为现实
#

在日本正在兴 建 的

∀= ∃ 35 Ω 一Σ ,

在美国正在兴建的 Π ∋ ∀ 和 Π ∃ Ω 6 5 5 Θ ,

以及在欧州正在兴建的 Θ ϑ∃ _ 等都是第三代的同步辐

射光源
#

第四代的同步辐射光源是什么 ⎯

目前同步辐射光源除了功率及相干性
,

其它性质

都超过了激光
。

今后发展的方向
,

应当是在这两方面
#

将插入件技术与加速器技术结合起来的自 由 电 子 激

光
,

将是这方面赶超的方向
#

目前
,

由直线加速器与波荡器的结合而成的单次

通过自由电子激光的技术 已经成熟
,
而由储存环与擂

入件的结合的自由电子激光也可望在几年内成熟
#

我

国已经具有发展这方面研制的条件
,

可以毫不夸大地

说
,
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是中国期待于年青一代物理

学家与工程师开展的事业
,

它将对下一个世纪的科学

技术作出重大的贡献
#



的首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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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导探测器在宇宙线中导找磁单极

两个小组分别用三迥路和八路超导探测器测量
#

灵敏面积为 Η Γ 4 Ζ Α 盆
与 +

#

, Α
’,

运转天数为 + 0 0 Σ 天与
Η ΡΓ 天

#

定出地球表面宇宙线中磁单极的上 限 分 别

为
: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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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Γ . % & 中微子的结论

有争议的 + Γ Τ 6 & 中微子若存在
,

就要求 )−∗ 它是
Α ; >0 9 ; Β ;

中微子
,

且主要是
, ,

] )7 ∗它非宇宙中的暗物

质)主要指热暗物质∗ ])≅∗
, ,

是质量为 + Γ Τ % & 或 + Γ 0一
7 Γ 0 Τ % & 间的重 Α ; β6 9 ; Β ;

中微子 ] )Η ∗ 太阳中微子问

题的 Ο / Τ  % !% 9一 ∀Α /9 Β 6 & 一
χ

6 −δ% Β ∀ ( % /Β 解中包括
& #

转

变为更轻的中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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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小超对称粒子的绝对质且

在最小超对称模型下
,

从 Δ Θ ∃ 5
、

∋ Θ � 以及
Ε 6 & ;( 9 6 Β

的数据中
,

抽取出一些粒子的绝 对 质量 :

衍奋φ + ≅ 7
,

Α 玄
、
φ + Σ

·

Η , 仍牙
:

φ 峪Ρ Ρ 阴牙
,

φ Γ 0 , 份苦
#
φ +0 Σ

及 ‘ ]
:
φ ” Ω % &

#

其中 云#

是中性粒子
,
奋

,

是较重的

荷电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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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在 + Σ00 Ο%& 附近存在新架介子

考查了
‘

协中, Υ 与
二 。‘今 . 一

砂
,

证明在 + Σ 0 6Ο % &

与 + Γ Σ , Ο % & 附近分别存在带电与中性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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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温下探测中微子与暗物质

在低温下
, + Η % & 的能量

,

能实现 + 0” 个锡原子超

导态到正常态间的转变
#

探测闽能可低到 ⊥ 6 % & )对

铅∗
#

牛津大学在 7
#

7 克锢单晶上
,

做成了 Η≅ 7 个超导

健道结阵
#

超导探测器可用于相干中微子散射
、

暗物

质
、

中性流及双 月衰变实验
#

可能开创粒子物理的低

能前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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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化学反应中观测到中子发射

重氢化物质放置在聚乙烯慢化剂中
,

用六个中子

计数器探测发射的中子
#

实验观测到了重氢化物质的

化学反应中发射的中子
#

在化学反应中
,
每克重氢化

物质大约发射几十个中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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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晶体中的三声子
在二氧化碳晶体中

,
第一茨观测到约束的三声子

#

约束的三声子 )Ε 约 和二声子 十声子 )? = Υ �∗ 态
,

在

)。
(
Υ 。

:
] ≅。办 区域和 Δ 6

:

晶体的红外谱很好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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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 + Γ抽& 中徽子的简单模型

介绍了简单的 ∀Ι )Μ ∗γ Ι )−∗ 模型
,
这个模型包括

了全部中微子质量
#

两个 生Γ Τ % & 态形成准 α /9; ‘ :

中

微子 ‘ , , ]

可以衰变 : 叭η ‘
, , Υ Α 幻69

“Β ,

寿命小

于 Κ + 。吕 秒
#

关于太阳中微子数据可以通过
, 口ς 今 , ,

振

荡解释
#

通过改进的‘实验和
, 。 , ,

、
, 9

振荡检验这个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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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Ο0 ∀ 一Ρ 0+ 技术和它的潜在应用

∀ 6 < )∀ /−/
Ζ 6 Β 6 Β 3Β : Φ −; ( 6 9

∗ 是近β∋ 年发展起来的

技术
,

从材料研究发展到用于积分线路
#

Ρ 0+ 技术在

深
一
亚 户Α 区域集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 Ρ 0+ 设备可

以建立三维集成电路块 , 用灵巧的传感元件
,

可以在集

成电路块上处理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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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Δ α 作为粒子探测器

电荷祸合设备 )ΔΔ α ∗ 可以用作带电粒子和 <
一

射线探测设备
#

在粒子物理中用作高精度径迹测量 ]

在天文学中
,

探测低能 < 一
射线有极好的能量和空间分

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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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中子探测方法

用
’
Λ % 一 5 %

激光器探测中子的新方法 : )−∗ 核泵

激光器方式 : 根据
≅
Λ %)

。 ,
刃 Ε 反应

,

中子直接激发激

光器气体产生带电粒子和发射激光
#

核泵激光器的光

输出量比例于中子通量 ] 另外
,
对于恒定的激光器人射

强度
,

发射激光器光的小信号增益也 比例于热中子通

量
#

)7 ∗辐射触发激光器方式 : 根据反应
’
Λ 。

)
二 ,

�∗ Ε ,

当中子照射激光器时
, ’

Λ 卜5 。
激光器的发射激光电

压改变
,

这是激光器中的气体的电离引起的效应
#

激

光器发射激光电压随激光器中气体 电离的 增 加 而 减

小
#

根据发射激光电压的变化探测中子通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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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的射电喷注漂

用国家射电天文观测 )5 ∃ Π 6 ∗,+ 米望远镜
,
对银

河系进行观察
,

在低的银河纬度发现可变的射电源
#

对银河系内类似的源如 < 射线双星
,

脉冲星等进行了

辨认
#

Ω Ε 7 ≅ + Σ 十 4 70 是新的可变源之一
,

表明它是

银河系的星体
#

本文还芥绍了源的高分辨射电影象
,

显示出类似喷注性质的不能分辨的核心
#

Ω Ε 7 ≅ + Σ Υ

‘70 是射电发射的低质量 < 射线双星
,

它的电亮度显

著地高于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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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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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亮度的高红移星系

在测量红移期间
,

用红外 线 天 文 学 人 造 卫星

)− ∃ Π∀ ∗ 辨认了 +峪0 0 个星系
,

发现了发射线位于红移

7
#

7 Σ4 的星系
,

有巨大的远红外亮度
,
是太阳 )∋

。
∗ 的

≅ < −6
’‘

倍
#

发射谱稀有
,

有很弱的 ∋ ! Α ; Β 一“

发射
#

用红外能量分布的自吸收同步加速模型不可能 排 除
,

而热源似乎似是而非的
。

类星体是粉状星系
,

是造成



拍者按 ]

诚如一位物理学

家所言 : “

我国中学

生有 Γ 0 00 万
,

中学物

理老师有 ≅0 多万
,

这

是一块极需提高的阵

地
,

是塔养选拔人才

的广阔天地
,

是塑造立志选业的素材群才
, 。

一份中国

唯一的物理学高级科普杂志—
《现代物理知识

》 ,

在

这一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群体中
,

产生怎样的反响
,

是人

们Υ 分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

这里选择部分中学朋友的

来信
,

也许能从中受到启迪
,

得出正确的结论
。

学习物理的益友
安徽金寨燕子河中学 李佩存

阅读贵刊
,

我能了解一些当今物理学发展情况
。

我能坚持学习贵刊
,

源于我对物理学的热爱和对前辈

物理学家的敬仰
#

作为一个低层次读者
,

我觉得贵刊 :

博采精编,# 乃学物理者之益友
#

编读间关 系非常和谐

湖南省交通学校汽九班 钟平西

我是个中专生
,

现代物理知识多是靠自学得来
#

我一拿到
《

现代物理知识
》
杂志

,

就给我以简短而清新

的感觉
#

因此
,

我觉得贵刊是我订阅过的杂志中最好

的一份
#

这不仅是因为我对现代物理知识的强烈兴趣

和求知欲
,

还因为它言之有物
,
文章简短精辟

,
编者与

读者之间的关系和谐
#

普及物理的一颗明珠

上海市松江县第二中学 叶大威

去年九月
,

我开始订阅
《

现代物理知识
》 #

从此
,

她

成为我课余吸收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

她不仅给予我

知识
,

而且给予我巨大的学习动力
,

使我更爱物理这门

学科
#

每期阅毕
,

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早点订阅贵刊
,

感

慨之余
,

我忠心祝贵刊永远成为普及物理的一颗明珠
#

红外发射的原因
,
也许粉末的质量是 + 一 + 0 < + 0

’

Ο 6 #

要求如此多粉末的星体
,

大概是形成过程中的大星系
#

另外
,

在如此高红移的星体中
,

大量的粉末存在
,

表明

在宇宙论纪元的早期重元素已产生
#

)Ο
#

∃6 ε ‘
#

∃ 6 Ξ / Β ∀ 6 Β % ( : +
# ,

1 6 −
#

≅ , + 5 6
#

4 ≅ 7 , ∗

≅
#

十个毫秒脉冲星的发现

在过去四年里
,

在 +7 个不同的球状团中共发现了

” 个脉冲星
,

这些脉冲星认为是老的中子星
,
在低质

量 < 射线双星系统中旋转
#

球形团 ΗΓ Ε ΦΖ
;
Β;

%

有特

别密的核心
,

因此它大概是毫秒脉冲星形成的位置
#

用 � : 9 Τ % ∀
望远镜在 Η Γ Ε Φ % ; Β ; %

中测量了另外Υ 个毫

秒脉冲星
,

它们多一半是双星系统中的成员
#

)∃
#

5#

Ο ; Β % % ∀ ( % 9 % ( ; −
# ,

& 6 −
#

≅ Ρ 7 5 6
·

4 ≅ ≅ 7 ∗

3∋ 5 Φ 6 & 6 Δ /
Α%

Β (6 )新实验 ∗ 1 6 −
#

+ ΗΔ

5 6 。

≅ + , , +

引力波的探索

根据 Ω Θ 2 Ω ∃ Π & 引力波天线的 “ 个月的数据
,

分析了来 自旋转的中子星的单色多普勒位移信号
,

频

率范围是 ΣΡ 4
#

7一 Σ Ρ ,
,

7 Λ Μ #

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

第一
,

研究了整个天空的引力辐射
,

找到 人) + 0 一
, ‘ #

第

二
,

探索了单一的源 )银河系 中心 和 大 的 马 格 兰

)Ο
;Ν % −−; Β /% ∗ 云 ∗ 的辐射

,

找到 五续 4 < + 0 一 , ‘#

)Ρ
#

_ 9 ; : Ζ ; % ( ; −
#

∗

Δ Θ ∃ 5 Δ 6 Φ 9 /% 9 )Δ Θ ∃ 5 快报∗1
6 −

#

≅ + + ,, +

+
#

. Θ . 通近 +00 Ψ 极化

城 Ν ” !“ 大学组为了消除价带退化和增强选择的

电子抽运
,

他们着眼于改进应变晶体技术
#

他们用了

一种最新产品
,

在稼 )Ω
。
∗ 荧光物质砷化物衬底上生

长一层薄的稼砷化物外延层
#

用这种新产品
,
仅在二

个 月内就达到 Σ4 肠的极化
#

如此快的进展
,

表明 + 00 Ψ

极化束可以达到
#

). Θ .
,

5 6
#

4 ∗

7
#

捕获反质子

当使负的带电强子静止时
,

它们可以 形 成 外 来

)%<
。 : /Ζ ∗ 原子

,

在核影响消失之前
,

负强子围绕着靶核

作圆周运动
#

几年前
, . Θ . 实验室发现 . 一

介子在液

Λ 。

中保持大约 3 2Β∀
#

接着
,

以同样的方法
, Ε 6 Τ !6 大

学和在 . Θ . 的核研究所的工作组
,

发现反质子以比

较长的时间)许多 娜∗幸存下来
#

在液 Λ %

中负强子的

这种反常的静止稳定性
,

可以解释为负强子伴随着 Λ %

核周围的电子形成亚稳态外来原子
#

从结果看到
,

在

掖 Λ %

中反质子以较长时间的瞬时吸收
,
大约 ≅

#

4Ψ 的

粒子幸存下来
#

在液 5
,

中外来原子很难形成
#

). Θ . ,

5 6
·

Γ ∗
≅

#

太阳中子观测

在六月
, 日本科学家清楚地看到来自大的太阳耀

斑的太阳中子信号
#

这些粒子到达地球表面时未受到

磁场的扰动
,

这对深入理解太阳机制是有帮助的
#

太

阳中子的证据过去是很少的
#

今年 4 月 Η 日 ,
用安装

在 5 6 9 /Τ Φ 9 ;

)7 Γ Γ 6 Α ∗ 宇宙线实验室的三个探测器

接受到了清晰的太阳中子事例
#

). Θ .
,

5 6
#

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