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谱仪去年收集 , �� 万  ! 砂事例

据本刊记者报道
,

从 � ∀ ∀ �年 # 月至 � ∀ ∀ �

年 ‘月
,
北京谱仪共收集了约 , �� 万  ∃价事

例
,

这比国外同类探测器在七
、

八年内收集的

 !必 事例数要多%美国 & ∋ ( ) ���为 ∗ + � 万
,

法国 , & ∃ 为 + −� 万.
/

北京谱仪已完成其

中 −� 。万  !价事例的数据重建
,

并获得到一

些初步物理结果 0

%#. 对  !价 的总宽度 12 和部份宽度 1 3 , 1 4 等

进行了侧量
,
得到了较高的精度

,

丰富了实验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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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枝比在理论与实验上都十分感兴趣的
/

%: . 从  加叶。8
0

%� 5 9 � . 衰变道中测量 子5

%� 5 9 � .

的自旋
、

宇称为 5 ; ; ,

并首次得到它的螺旋振幅比值
/

对确定 8
,

%� 5 9。.是否含有胶球成份提供了实验数据
/

%< . 从  川沁今丫) ; ) 一

反应道中
,

验证了 8= %� ∗ 5 ∗.

及 口!8
0

%� 9 5 � . >胶子球态侯选者〕的共振态的存在
‘

在国际上有争论的 ?%5 5 : � . 粒子附近也发现了共振

峰结构
,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

以上结果分别在 � ∀ , 。年国际高能物理会议%新加

坡会议. 的大会及 � ∀ ∀� 年国际轻子光子会议%日内瓦

会议.的分组会上报告
,

获得同行好评
/

从去年春天开始
,

美国 ≅ Α ∋ ?
,

加州理工学院
、

华

盛顿大学等六个单位的二十名物理学家加入北京谱仪

国际合作
,

共同分析数据
,
获得物理结果

/

从去年 �� 月开始
,

北京谱仪转人 了 轻子质量的精

确测量
,

这对于检验
0

寿命和衰变分枝比的实验以及

终Β 0
的普适性具有重要意义

/

北京谱仪的物理学者

争取 早 日拿 出国际上承认的
、

有份量的物理结果
/

5 我国粒子物理唯象理论研究在国际竞争中占了

一席之地 、

据黄涛先生在中国高能物理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

会上介绍
,

我国粒子物理学工作者在唯象理论这一前

沿领域中
,

围绕标准模型的检验与发展进行了深人而

系统的研究
,

发表了几百篇论文
,

有不少研究论文在国

际上得到好评与重视
,

在国际竞争中占了一席之地
/

在

强相互作用方面
,

我国进行的研究工作有 0 强子内部

结构和相对论内部波函数 = 夸克之间相互作用势的研

究 =关于胶球
、

混杂态和多夸克态的研究 = 关于重子谱

的讨论
,

预言 。 Χ
%5 5 − , . 的存在 =重夸克势模型及其相

对论性修正的系统研究 = 量子色动力学应用到遍举过

程 = Δ ? , 多极展开及重夸克偶素强衰变模型与方法 =

螺旋度振幅方法及高能强子过程中多胶子韧致幅射过

程 = 量子色动力学中半唯象半场论的非微扰方法探寻 =

等时束缚态方程的研究 = 对原子核中 Ε& Φ 效应本质

的探寻 =高能多粒子产生现象中的强子集团机理%反应

机制和强子化机制 .理论研究 = 超高能宇宙线新现象物

理机制的研讨 = 超高能原子核碰撞中实现从强子物质

到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相变的分析研讨 = Γ ΗΙ1 ‘,

模型

及非线性 ϑ 模型性质的讨论 = Κ Ε Λ ? 物理中的  !必辐

射衰变和强子衰变中产生的共振态的研究 = 高能碰撞

过程中的极化效应 = 量子色动力学中手征对称性及其

破缺性质的研究 = 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格点规范理论方

法和其他非微扰方法的研究
/

在电弱统一理论方面
,

国内工作涉及以下方面 0 Φ Λ 破坏及其本质的研究 =

Κ且 混合和 ? Λ 破坏的研究 =重夸克介子的弱衰变机

制
。
特别是强相互作用的影响 = ΜΝ 和 8 ,

衰变常数的

计算 = 中微子问题分析以及中微子质量的宇宙学效应 =

中微子和原子核的双 月衰变 = 非轻子衰变的有效哈密

顿量和 ‘7 Ο #邝 规则 = 电弱统一模型中规范玻色子
、

作用过程的高能分析 =高能 Π Α 一
Θ Α 散射研究 = ) 一&

矩阵元参数化及其测定 =轻
、

重 Ρ ΣΤ 郎 粒子的探寻 = 电

弱统一理论的发展与扩充 = 现有实验结果对发展超出

于电弱统一模型理论的启发与限制 = 夸克质量和味混

合的参数化方法的探讨 = 弱矩阵元的模型计算和弱衰

变夸克图分析 = Φ 6 破坏中 Π
3 Σ Ν Υ 3 1 Τ 算子的 Δ ? , 修

正效应计算 = 电弱统一模型高级修正效应计算和它的

精确检验 = ς
轻子性质和普适性的研究

/

: 北京质子直线加速器 %ΚΛΑ .首次实现长腔稳定

结构调试

据
《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

报道
,
北京质子直线加速

器在长腔 5 �
/

+ : Ω 上成功地实现稳定结构的调试
,
在

国际上还是第一次
/

Κ ΛΑ 的主要参数 0 注入 ! 出 口能

量 。
/

9∗ ! :∗
/

Γ & 3 Ξ ,

加速腔长度 5 �
/

+: Ω ,

加速腔内径

, < ,
/

<一 Τ Ψ ≅
/

Ψ Ω 。 ,

工作频率 ∃Ψ #
/

∃≅& Ρ Ζ ,

加速单元数
� �呼,

轴上平均电场 5
/

−弓一 5
/

− � & Ξ ! Ω
,

同步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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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5 ∗
“ ,

高频脉冲功率 %− Ψ Ω ∋束.<
/

≅Τ &Θ
/

采

用双周期稳定结构
,

是 Κ ΛΑ 主要特征
/

除了加速周

期
,

即漂移管结构周期外
,

在 Κ ΛΑ中起稳定作用的藕合

周期
,

采用较简便的祸合杆结构
/

他们采用三组不同

尺寸的祸合杆
,

反复调节藕合杆在腔内的深度及杆端

片的方向
/

每调节一次
,

用 微机控制的小球微扰法
,

测

量一次电场分布和稳定度
/

反复调整上百次
,

使所有

单元的电场均方根偏离为 :
/

�∗ 帕
,

最邻近的高次模式

与工作模式的间隔由原来的 9仕Ρ 0

提高到 � 9 ∀Η Ρ 0 ,

增加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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