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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见 于弋 朱勿 到里 了言 沼东

��  !
∀

# ∃ %
∀

& ∃ ∋∋
∀

(物理评论通讯)∗ ! +
·

, −
,

. / / 0

& 1 户的折衰变道
∀

第一次观 测到 2 户, 专�3
,

护广
,

确定了 1户叶功砂
∀

这些衰变方式的分支比
,

比

1 才一巾砂 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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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的质子放射同位素 用 <2 6=∃% 的
’

叹: 离

子轰击
’“‘> ? 靶

,

经质量分离而得最重的放射质子同

位素 ”# 。
与

‘,

,≅
7 ∀

测到放出质子的能量
、

总寿命

和质子分支比
,

对
’‘! # ∃

是 . 0 , .士 , Α ∃ %
、
Β / 2 士 . , 2“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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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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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秒激光产生 =
∃ % 级能最的 Λ 射线 2

∀

,

≅ Μ
、

. 02 肠 ≅ 址 兰宝石激光照射到固体靶上
,
当聚焦

达 .2
, ∀

Μ Ν
。

‘ 时
,

产生的等离子体会放出能 ∋ 超过
Ο=∃% 的 Λ 射线

∀

产额随人射激光功率的 < Ν 0 而上

升
∀

Π2 Η Θ 激光打靶
, Λ 射线能量在 ΡΣ Α ∃ % 以上的能

量转换达 2
∀

<Δ
, Λ 射线的能谱符合 +Ν 5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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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22 ) 表面氧化膜的生长 应用核的与 电

子的分光仪与椭圆偏振术
,

对温度为 0Φ 一 < 22 ℃ 范围
,

Υ ∃
(. 2 2 ) 表面氧化到Π Τ Η 厚度的氧化过程进行 了研

究
∀

发现金属
一

氧介面上热离子发射流控制着氧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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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 , ,9 二一

ς∃
, +7∃ � 效应的实验证实 第一

次观测到了原子束因光学 Χ∋ ∃ 9 Τ 一 ς ∃ 9+ !
4� 效应引起的

劈裂
∀

亚稳 Ω “
原子束与共振激光场 (其强度梯度垂

直于原子束 )相互作用
,

在精确共振的情况下
,

原子束

产生相干劈裂
∀

原子束的劈裂和偏转是激光共振失谐

的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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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冷却离子的有序结构观测 观测到了激光

冷却 = Κ 十 离子的相变和有序结构
∀

= Κ 十 被存贮在直

径 . . Φ Η Η 的射频四极贮存环中
∀

离子被四极场精确

限制在两维空间
,

并可沿环周 自由移动
∀

离子被横切

的激光冷却
,

观测到离子沿四极场中心线被排成串
∀

若离子密度较高
,
线性结构就变 成 螺 旋 结 构

∀

(&

Ψ
7 Ζ : ∃ ∋ [ .

∀ ,

; !
∀

. < )

Β
∀

测皿极化度的光力技术 首次表明 可 用 光 力

(+ ./ 从 ∴! 94 。
) 技术测量原子的极化度

∀

其优点是可用

现代激光产生大的电场及电场梯度
∀

这技术是 普 适

的
,
它可以用于耐火金属原子极化度的测量

,

及通常技

术难测量的原子极化度的测量
∀

文章给出了用 ; ? [

] ⊥ ς 激光器作光力
,

测量了铆的极化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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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的热导 第一次测量了 4∀
∀

单晶的热

导
∀

观侧到热导因取向紊乱而显著减小
∀

证实热导在

0。。Α 有大的跳跃而变为 取 向 有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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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3) 反应产生的 ⊥ 超子极化的测最

第一次用碳及氖作靶
,

测量了 (砂
, Α十) 反应产生

的准自由五 超子的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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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频率转变的观测 实验第一次表明
,

入射

光束与出射光束具有不同的频率
∀

这为光量子态的可

调光源打开了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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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旋且子隧道可能存在 在弱磁场中
,

观测到

超薄 � 8
、

α+
、
β :超导膜电阻 # 与温度 ≅ 的关系为 # ‘

#
。

∃Λ ϑ(≅ Ν ≅
。

)
∀

传统的涡旋运动模型不能解释
,

而可用

涡旋的量子隧道图画加以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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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物质的压缩相变 测量了须状高 ≅4

超导样品 β :
Ρ

Χ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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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缩特性
∀

观测的是在< 22

Α 附近杨 氏模量 ] 对温度的反常依赖
∀

丫在 0 Β2 一< 22

Α 间下降 <一斗倍
,

现象可重复
∀

作者认为存在压缩引

起的相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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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从超流氦中蒸发出的粒子 这是探 测 从

超流氦中蒸发出氦原子的第一个实验
∀

Ξ=∃% 。 在液

氦中激发声子与旋子
,

这些激发有足够的能量蒸发出

自由液面上的氦原子
∀

也可用 ” ,

4Χ
了
源引起的蒸发

的探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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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簇一团簇碰撞中团簇的生长 用分子动力学

研究了 0 Π 2 2 Α 时团簇一团簇碰撞中硅团簇的形成
∀

发

现碰撞最初的第一个皮秒内
,

团簇倾向于成块形成复

杂的中间体
,

这时单个的原初团簇保持着
∀

但之后的

几个皮秒内
,

新合成的团簇中原子有高度的易动性
,

成

块行为消失
∀

新团簇较热
,

并可蒸发出单个原子
∀

这

不可逆过程与碰撞能量和碰撞参数有关
,

平均结合系

数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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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子衰变中的共振亚结 构 测 量 了 1叶
# , 二 , 末态的 Π 个共振亚结构

,

发现这些末态主要是

两种新型两体衰变模式 (% % 和 �⊥ ) 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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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稀土核中强的电偶极激发 第一次观测到

激发能分别为 0
∀

Π 一略与 0
∀

Φ 0 ! = ∃ % 的变形核”!
; ? 与

, ‘,
1  中有电偶极激发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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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质+ 数核中的纯电单极跃迁 观测到了
’∀ ,

�∋

低能的 , 个电单极 (5
。

) 跃迁
∀

这些跃迁中没有看到
丫射线

∀

在奇质量数核中观测到这样多的纯 5
。

跃迁

是无先例的
∀

这现象与同质异能组态的形状混合相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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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离子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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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Ζ 产

生了新核
’“Ω !

∀

用裂片计数法测得 自发裂 变 寿 命 为

”
·

, 分钟
∀

化学分离后测得寿命为 0Β 土乡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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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鱿Γ
)Δ 为自发裂变

, Γ < Δ 为 。 放射
, 。 能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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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电子泵 制造了一个产生电流的装置
,

电流

的大小和符号
,

由频率及两个射频门电压的相移所决
,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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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电场下钨尖端的离子发射 用化学法蚀刻钨

尖端时
,

在场强低于场离子显微镜的水平下
,
即观测到

了离子的发射
∀

在场强为 Ρ% 加Η 处测到了发射曲线

的峰
∀

另一特点是有周期半小时的离子爆发
∀

此外
,

在

频率为 . 9
,

与 。
∀

ΟΩ χ

间
,

系统表明有 闪 烁 噪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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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粱介子 1 φ 3
(0 2 . 2 、 的宽度 1 φ

(0 2 . 2 ) 介子
一

是 .Φ 年前发现的
,

但是它的宽度还没有测量过
∀

本实

脸给出≅ 1 φ 3
(0 2 . 2 )介子的总宽度 叹 1 φ 3 ) γ . < +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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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胶子的寻找 本实验在 强子 χ! 衰 变 中
,

观测到二个 自由的
、

稳定的胶子事例
,

推导出它们的质

量下限是 呼Β ς ∃% (/Φ 肠置信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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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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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ΘΝ 价衰变中
,

测最 ∴
[

(. 0 −Φ ) φ 砂二 一

砂 , δ

本实验侧量 Θ Ν沪、
, 十∴ 砂扩

,

得到新的绝对分支比
,

Θ灿、
丫

以 . 0 − Φ ) [ 分支比 β (Θ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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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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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Φ )
,

∴
,

(. 0 Φ , 卜峥砂二一。 3 , 一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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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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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寿命测量 本实验侧量了 公 轻子寿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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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ϑ Ω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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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克衰变中研究带电的 Ω :Κ ,

,

夸克的

衰变过程 [ ∋

一Ω 38
, Ω 3

叶尹
。 , [ 3

叶强子 十 公
∀

本实验

没有找到这样的过程
∀

另外
,

精确测量了
[
和

。
祸合到

牙的祸合比
, Κ严Ν Κ 尸 。 .

∀

2 0 士 2
∀

2 Π (统计) 土 2
∀

2 Π

戈系绕 )
∀

(η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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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仪器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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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面积雪崩光二极管 雪崩光二极管可以

代替光电倍增管
∀

直径达到 0
∀

, 和Η 的雪崩光二极管

辐合 4 “(≅ 协 闪烁体 Γ在室温条件下
,

能盆分洪率是

,
∀

/Δ Γ Ο4 Η 直径的雪崩光二极管偶合 > 妊(≅+ ) 闪烁
体

,

在 0 , 6Α 的条件下
,

能量分辨率是 斗
∀

Π Δ
,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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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无机闪烁体 &Χ 6 新的无机闪烁 体 &Χ !

卜叭(Χ :!
Γ

)! [>∃ + 的性质 [ 高发射强度
,

快衰减时间
,

高密度
,

高原子序数
∀

有很好的信噪比
,

快的符合时

间
,

高计数能力
,

高的探测效率
∀

在很多应用方面
,

& Χ ! 优于其他已知的闪烁体
∀

可用于探测 Λ
, 丫 射

线
,

医学影象
,
核物理和拉子物理

,

, Λ Φ ι 0Φ Η ‘ 的

晶体
,
, , 0 Ζ ∃% 的 丫 射线的能量分辨率是 .0

∀

Π 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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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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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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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衰变 , 一争卜十ϑ 一
的分支比新限 新的 刃 设备

提供纯的 /0 肠的 刀源
,

每天产额一 . 2Φ
∀

用这个新设

备
,

可以研究稀有的和禁戒衰变
∀

第一个实验测量了

稀有的 刃衰变
,

衰变为二个带电 卜 的分支比大约是 , Λ

+。一
‘,

这个结果接近于用电磁过程计算的最小值
∀

同

时也获得了一些稀有的和禁戒的 刀衰变
,

如 少
‘
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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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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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_ 9 ∃ (自然 ). / / 0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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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星系 = 。,

中的反喷注 在射电星系 中 喷

注有各种各样的可观测的结构
∀

具体地以 单侧和双侧

形式出现
∀

尚不知道喷注是固有的单侧或者是双侧喷

注中的不对称性结果
,
导致出现单侧形式

∀

椭圆星系
=

, ,

是 已知的单侧射电喷注
,

光学和 Λ 射线波长测量

是很明显的
、

用新的望远镜在 4 � :+
”

进行观侧
,

在

= 。,

的东南 凸起部中
,

有光学的配对的射电热斑点
,

在

相反的位 置大约同样距离有射电喷注 极化数据鉴定
,

是光学发射
,

与同步辐射一样
∀

本文认 为是不可见的
“
反喷注

, , ∀

(Ψ
·

β
·

Χϑ 7 9 Ζ 、 , & 7 +
· ,

% ! +
·

< Φ Φ ; 。 ,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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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星 Ω ∃ 9 + , , 一 的 ι 射线探测 新星 Ω 9 ∃

.” . 光学上发现后五天
,

深测发射的 Λ 射线
∀

标准的

新星模型预示 Λ 射线发射直接来自核燃烧‘ 但是至今

未看到 Λ 射线
∀

认为来 目新星的 Ω “9 . / /. 的发射是起

源于热
,

冲击天体周围的物质
,
可以发射新星 Ω ∃ 9 . / /.

的发射或者发射天体周围的物质
∀

在任一情况
∀

都要

求物质密度高于新星双星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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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 红# ⊥ Χ .2 0 . Π 3 Π Β 0 Π 的分子气体 含 且

弱的 Ο# ⊥ Ξ + ! 0 . Π 3 Π Β 0斗 与红移 χ Ι 0
·

0 − , 的远

星系一致
,

是宇宙中固有的最发亮的物体之一
,

它的发

光度 &澎 . 2.
Π
&。 (&

。

是太阳的发光度)
∀

在这个星 系

中
,

根据中性分子氢的质量
,

估计它的质量是 0一 , Λ

. 2 ” = 。
(=

。
是太阳质量)

∀

Ο# ⊥ Χ . 2 0 一令 3 Π Β 0 Π 类似

于超发光星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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