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 国外物理

的电磁性能
,

可在信惠存贮
、

污染控制及新

催化剂研究方面获得广泛的应用
�

 
�

意学者首次观察太阳核聚变

据
《
人 民日报

》
报道

,

意大利核物理酬

究所所长宣布
,

在位于意大利中部一地下

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中
,

首次观察到太阳

核聚变产生的中微子
,

它以光速行进
,

从太

阳释放到地球需 ! 分钟时间
,

而地球表面

∀
�

日本发明超离密度磁性记录新技术

据《科技 日报
》

报道
,

日本东北大学樱井利夫教授

等发明一种原子测头场离子显微镜
、

并采用飞溅法把

薄膜喷镀在钨针上形成针状试料
,

将晶粒分离后进行

原子水平的观测
,

发现过去称为最小记录单位的晶拉

是一个多节针柱
,

每一晶粒之间具有几个波的间隔
�

这一结果
,

证实了 日本人前田提出的
“

柱状晶粒可再

分
”
的预言

,

并开拓了垂直三维磁性记录的先河
,

具有

极为重要的实用价值
�

#
�

焚学者获得夸克
一

胶子等离子体存在的证据

据英国
《

新科学家
》

报道
,

美国北加罗来纳州杜克

大学教授莱维和米勒
,
在费米实验室去年公布的质子

∃

反质子碰撞的简单实验数据中
,

意外地发现夸克
一
胶子

等离子体的
“
标记特犷

, ,

认为夸克
一
胶子等离子体火球

能沿着垂直于离子束碰撞方向发射速度很高的已知粒

子
,

预言 二 介子
、
% 介子

、

反质子等不同种类的粒子应

以几乎相同的
“

横向
”
速度向外发射

�

他们的结果非常

有力地证明了夸克
一
胶子等离子的存在

�

美国卑尔根

大学教授阿美林等人的计算结果表明 & 粒子流的准确

性依赖于在计算中所使用的理论模型
�

∋
�

美学者找到字宙成因的理论证据

据新华社电讯
,

美国科学家
、

加利福尼亚大学一研

究小组负责人乔治
·

斯穆特在美国物理学会 ( 月# ∋ 日

会议上宣布
,

经过对美国字航局宇宙背景探测卫星发

何信息的数据处理
,

在背景温度只有约零下# �) ℃的遥

远夭际
,

发现了辐射温度略高或略低子背景温度三千

万分之一度的脉动现象
,

它是由极其稀薄的天体物质

云团运动造成的
�

这些云团中最大的绵延 ∗  ) 万亿亿

公里
,

是
“
大爆炸”发生之后 ∋) 万年间宇宙迅速膨胀的

产物
�

脉动成形后
,

因引力作用促使越来越多的夭体

物质结集在一起
,

形成了恒星
、

星系和星系团
�

他们还

证实 & 字宙的 ∗) + 是由所谓
“
黑暗物质”构成的

�

(
�

美学者发现
“

麦的卡”球状分子

据
《

科技 日报
》

报道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小

卡瑟曼和他的同事
,

于去年 ∀# 月在研究原子束
、

原子

团和超大分子行为时
,

首次发现在质量数为  # ! 的地

方 出现奇怪峰
,

经用质谱仪分析认定这是一种含 ! 个

钦原子和 ∀# 个碳原子的中空分子球
,
即

“

麦的卡”球状

分子
�

与通常报道的布基球不同
,

金属原子的一些电

子可在
“

麦的卡”球中自由移动
,

很可能具有某些特殊

, 平方厘米每秒有 − )) 亿中微子穿过
�

科学家认为这

一成果验证了太阳动力来源核聚变的理论
�

−
�

美学者观察宇宙诞生初期形成的分子云

据英
《
新科学家

》
报道

,

美国宇航局 ∀ ∗ ! ∋ 年发射的

红外天文卫星最近在宇宙空间探测到巨大气体云
,

已

被命名为 限. / ∀ ) # ∀ ∋ 0 ( � # (
�

美学者利用亚利桑那

州吉特山的 ∀# 米望远镜
,

对这
‘

一
分子云进行观 测研

究
,

探测了毫米波发射
,

根据分子云中一氧化碳和氢比

例与银河系中比例相同的假设
,

可推算分子云中 一氧

化碳质量比银河系中质量多 ∀ )) 倍
�

科学家认为 & 这

是人类第一次证明在一个红移非常大的天体中有极大

量气体分子存在
�

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布朗认为
,

此

一分子云大小范围约为 − 万光年的弥散夭体
,

十分致

密
,

不可能是一类星休
�

即使超巨星体在银河系前产

生
,

也不大可能在宇宙早期状态把物质释放间星际介

质
,
并冷却到形成银河系

�

�
�

“
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高能光气流

据新华社报道
,

美国科学家对“哈勃”望远镜传回

的图像进行分析后
,

发现它在椭回星系 1 23 ∋ ! − # 中

心处探侧到一长度达 �  ) 光年的光气流
�

1 23 ∋ ! − # 发

出较明亮的红外光
�

超大光气流通过热星系活动核发

出的狭窄光束传输能量
,

而超大星体黑洞是这种气流

的能量来源
�

!
�

1 4 5 6 7 7 提出核物理研究新途议

据报道
,

核物理欧洲合作委员会 81 4 5 6 3 7 9在一

份题为
《
欧洲核物理 &机会与前景

》
的报告中

,

提出了核

物理研究的新建议
,

指出核物理曾被简单定义为研究

原
一

子核的科学
,

专门探究原子核所独有的一些特性和

作用力
�

当时原子核只是强作用力展示自己的唯一舞

台
,

但属于强作用力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

它在原子核中

遮住了更深层的夸克相互作用和各种力的作用机制
�

实质上研究强相互作用粒子系统的核物理学是个涉及

面很广的领域
,

必须抓住该领域的科研机遇和对新发

展作出的反应
,

在有关核结构
、

强子物质
、

强子性质及

低能量基本相互作用对称性与粒子性质等方面进行系

统研究
,

如原子物理与核物理的精确实验
,
强流中微

子
, 件子和冷中子的应用 : 地外中微子研究 : 在大型地

下装置中寻找稀有事件
�

,
�

北京国际同步辐射讲习班在京召开

由 ; 6 < 7 召开的国际同步辐射讲 习班于 � 月举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