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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多个中性原子的交流磁陷阱 文章证明
,

可

把最低能量自旋态的艳原子禁闭在交流磁陷阱中
∀

在

这态中
,

自旋反转碰撞是能量禁戒的
∀

因此
,
陷阱中初

始密度和温度限制被消除了
∀

原子起始收集在蒸气光

学阱中
,
重复投到一个高真空区

,

集中在三维空间
,

并

堆积在磁阱中
∀

插入的光学抽机
,

不会对已在陷阱中

的原子起扰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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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硅中缺陷产生的激子机制 从高度聚焦的

/
∀

; 亡% 激光
,

照射到高纯熔融石英上的电子自旋共振

研究中
,

开展了激子机制的工作
∀

直接证实了 !泊
6

玻

璃中有氧空位与氧填隙对产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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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一 ≅ 拌 分支比测定 Α 1 Α ∗ : Β ∃ % 质子 同步

加速器上观侧到 ∗ 0> 个 Α呈Χ “拌事例
∀

得出分支比为
Δ (Α呈Χ

户拌) Ε (0
∀

+ 士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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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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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子在油
一

水界面上的反射 这是第一次 研 究

中子被油
一
水界面定向反射

∀

用控制油层厚度的技术
,

克服了中子被油相吸收的困难
∀

此法可确定表面活性

剂的厚度及主要由超低界面张力所确定的油
一

水 界 面

的粗糙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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铱中氮的隧道和陷阱 在稀土氢化物系统的声

学测量中
,

第一次证实氧原子是氢的隧道和陷阱
∀

非

电解驰豫测量强烈显示
,
固溶在铱中的氧是氢的陷阱

,

它提供了一个扭曲的环境
,

氢在其中比在自由晶格中

跳得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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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千穿越辐射的观测 毫米长电子束团穿过金

属箔时
,

在远红外区观测到了相干穿越辐射
∀

因辐射

在 � 、
时间内发生

,

观测到了 ΚΛ 级的峰值功率
∀

还测

量了穿越辐射的极化度
、

谱形
、

角分布及相干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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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引力常数的海底测盆 以大洋 作 引力 物

质
,
用可浸人海底的平台

,
沿着四个直到 , 。。。米深的

垂直面连续测量了重力加速度
,

推出 Β 二 (/
∀

/” 士

。
∀

Φ ∗ ? ) Α 一。一“ Ο
, !一 , Η Ι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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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测
,

极化度寻找 Ν 士 提 出通过 Ν 士‘争

沪
,

中 6 的极化度测量
,

作为探测荷电希格斯玻色子的探

测
∀

指出在 了 的每一衰变道 (
6

、。
,

浏
, 。 , , , .帅) 中

,

事例与本底 即人砷沪
,
都可以区别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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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在金腔中的 Γ 射线 研究了激光 加 热 金

腔产生约束的 Γ 射线
。

强兰激光 (波长 ? , Τ5 Ο
,

能量
, Η Υ ,

持续时间 −
∀

Ι 5 !
)

,

辐照金壳(∗一? 5 Ο 直径)内表

面
,

平均强度达 : Γ ∗ Φ 里 ∀

Λ ς
ϑ 二 :

时
,

产生约束 Γ 射线

源
∀

最大亮度的温度为 : ; 。。% ,
约束品质因子 8 Ε

,
∀

? (相应于再发射系数 二 , Φ
∀

>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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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穿人Ω Δ 3 Ξ 膜深度与温度的关系 用很

灵敏的微条共振技术
,

测量了各种衬底上 Ω Δ7
6

ϑ∋.
,
−

, 一 ,

膜 ϑ 轴的 叹 < )
,

并与 8 Ρ
、

8 Ρ3 8 的相似数据进行了

比较
∀

对最好的 Ω Δ7
6
3 Θ 6

。 , Ψ 。

膜
,

叹 < )的温度关系

(对 < Ζ <
,

ς : ) 为指数型
,

但与指数定律不符
∀

所有数

据
,

不能用单能隙 Δ ϑ! 温度关系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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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Δ 3 Ξ 单晶中的电子隧道 用化学蚀刻 与 电

极蒸发法制造了特性重复的隧道结
∀

在临界温度 几

以上
,
电导是电压的函数

,

线性依赖于电压并有某种对

称性
∀

<
‘

以下
,
函数有附加的结构

∀

< 《 <
。

时
,

有可

重复的零偏压电导
,

认为 Ω Δ7
[

3Θ
6

仇
Ψ 。
中有费米能态

∀

具 ≅ Ρ
、
!5

、
Δ =

、
!Ρ

、
≅ ΡΔ =与 2 Θ

的电极蒸发结
,

皆有定

性的类似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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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与团簇沉积的比较 将中性锑分子(
。 。

略)及团簇(
。 ∴ ∗ > , 。)沉积在绝缘体衬底上

,

从电导测

量与显微镜观侧来研究渗透过程
∀

团簇沉积接近于几

何渗透
,

而分子沉积似乎包含了更复杂的机制
∀

团簇

的低迁移率能解释这些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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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Δ 7 3 7 3 二Ξ <∀ 的压力依赖 流体静压室的

压力可达 / Β �7 的实验表明
,

临界温度 <
。

不是压力的

线性函数
∀

对 Ω Δ7
6 3‘ Φ

, Ψ 。 ,

压力增高时 <
。

增加
,

而

对 < Τ
6
Δ 。

6 ϑ 7 3丐 Φ 。
则相反

,

但在低压力时 ]丁
‘

ς介 为

正值
∀

用强祸合 Δ3! 理论解释了这个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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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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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 Χ
的分支比测童 用 ⊥ 1 !Ω ⊥ 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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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环上的 2 # Β Μ ! 探测器
,
测量了 Δ 衰变为

⊥Φ
, ⊥ 十

,
⊥

众

(: Φ ∗。)_ 介子的单举分支比
,
它们分别为

(, :
∀

: 士 9
∀

: 士 ?
∀

, )⎯
,

(: 0
∀

: 士 /
∀

?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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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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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士

/
∀

。土 ?
∀

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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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衰变中产生的聚粒子 ⊥−
, 刀十 约 占

0 Φ ⎯
∀

(2 # Β Μ β ϑ − ..7 Ρ − 4 7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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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8 口谱仪上的新结 果 砰 2 9/ 组 在 :Φ

Β ∃ % ς
‘
的 砂户反应中

,
通过重子交换机制

,

用 。谱仪第

一次观测到中性介子 尸
, χ6

与 川
∀

另外
,

Λ 2 0/ 组在

较高能量(? Φ Φ Β ∃ % ς
ϑ

)的 ≅ ≅叶 ≅ .伪, _ 二一 ) ≅
‘

反应 中
,

侧到了中性产物 刃砂 , 一 ,

并定出了它的自旋和宇称
∀

(Λ 2 9 / 7 5 ] δ 2 0 / ∃ − ..7 Ρ − 4 7 ∋ =− 5 ,

)

Υ1 < � &∃∋ ∋
∀

(实验与理论物理杂 志通

讯 )∗+ + ∗ , − .
∀

9 ; 8 −
∀

0

无序多谷半导体中存在有效磁场 当电子在类硅

晶体谷的无规静态势中运动时
,

受到这个内部有效磁

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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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子衰变的带电粒子多重性分布 的 测 且

[ 强子衰变的带电粒子多重性分布
,

在 Π 的共振峰进

行了测量
,
得到平均值 了岭 Ε : Φ

∀

> , 土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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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和 分 散
⊥ 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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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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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寿命测且 用两种独立的技术测量了 考

轻子的寿命 6 . 叉衰变事例的碰撞参数分析和 ? 叉衰

变事例的衰变长度分析
∀

分析了 Π 。
衰变到 针χ 的

Ε , Φ Φ Φ 个事例
∀

得出结果 6 二 6

二 Φ
∀

:夕? 土 Φ
∀

Φ ∗ ? (统

计 )士 Φ
∀

Φ ∗ ? (系统) ≅ !
和

6 6

二 Φ
∀

? : 0 士 Φ
∀

Φ ∗ 0 (统计)
士 Φ

∀

Φ∗ ∗ (系统) ≅ ! ∀

对于每次分析
,

统计和系统误差

求积
,

计算得到权重平均寿命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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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观测到 2 ,

在遍举衰变道中第一次观

侧到 凡
,

衰变方式是 吐

产
Υ ς必]

∀ 2 ,
的质量 二 2 , Ε

9 / ; 。士 9Φ 士 ? ΞΚ ∃

%ς
。 ’∀

分支比和产生分数的乘积是

χ‘ , · Δ ,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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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象素室的第一次试验 气体象素室有极好

的性质
∀

象素尺寸 6 / Ο Ο (
6
方向) Γ ∗ − Ο Ο ( 方向),

用 ”ε∃ 放射源和 / Β − % ς
, 二束进行了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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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半导体设备 新概念的位置灵敏光二 极

管
,

工作偏压在 Β , =Ι ∃ 4

模式中的击穿电压之上
,

单光

子的吸收引起 Ο 2 范围的雪崩脉冲
∀

光子到达的时间

和位置(一维)信息
,
根据雪崩电流的前沿求出

∀

位置

灵敏面积 0Φ Γ ∗ ;拼Ο
’,
空间分辨率好于 ∗叩Ο εΛ Ν Κ ,

时间分辨率好 于 ∗ Φ Φ ≅ , εδ Ν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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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热超导探测器 本文介绍了过热超导颗拉探

测器的新技术
,

新的灵敏单元对粒子和辐射的位置灵

敏探测的分辨率是 ∗ Φ Φ拜 Ο
∀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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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Β 4 − , ∃ ∋ 7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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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子不灵敏探测器 高效率的固体光阴极和高

增益气体探测器结合
,
揭开了建立具有很好的强子排

斥的阂契伦柯夫计数器的可能性
,

时间分辨率可达 5!

量级
∀

本文讨论了强子不灵敏探测器的性质
∀

从本底

研究看到
,

排斥高能强子可达到 ”⎯
∀

当探测器接近

强子喷注产生的位置时
,
允许瞬间多强子排斥和快电

磁量能器结合
,
可以保证在线电子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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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射电超新星 本文报告了两个射电超新星

的发现
,

在块状
、

不规则的星系 Κ 7 4 Η 7 4 =7 5 [ , 0 (Κ Η 5

” 0 即 已知的 8 Β 3 / Φ , : )
,

星形成率比正常的螺旋形

星系高十倍
,

超新星形成率每年 Φ
∀

?一。
∀

9
∀

它是两个

相互作用的星系组成的
。

在同一区域两个特别亮的超

新星存在
,

也许是两个星系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

(φ∀ 卜

Ω= 5 ∃ ∋ 7 .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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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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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地球的一个小行星接近消失 ∗ + +∗ 年 ∗ 月

仆 日夜
,
用 Φ

∀

+ ∗ Ο 空间观测望远镜
,
在 24 =Π − 5 6

的

Α=
6 ∋

峰
,

记录到扩大的条纹状的影象超过 ∗ /∗ 弧度秒
,

进一步观测看到
,
影象属于太阳周围的独立轨道运行

的物体
,

取名 ∗ + + ∗ Δ2 小行星
∀

轨道计算表明
,

发现时

距地球 Φ
∀

Φ Φ , ? 2 Μ ,

发
‘

现
了
后 ∗ : 小时距 地 球 Φ

∀

− . .2 Μ

(∗ 0。。Φ ΦΗ Ο )
∀

观测到的亮度转换到绝对的直观的 值

:>
∀

+ ,

相应于直径 , 一 ∗ Φ Ο
∀

∗ + + .Δ2 是地球大气外观

测到的最近和最小的小行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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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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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3 1 # 8 3 − Θ 4 =∃ 4 (西欧核子中心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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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聚焦方法—
用晶体聚焦粒子 几个实验

看到了弯曲的晶体可以用于控制粒子束
∀

使用特殊的

弯曲晶体
,

等价于巨大的磁铁的功率
,

使粒子束弯曲
∀

但是聚焦结果仅是一维的
∀

晶体用 : Γ ∗ 9 Γ 0 Φ − Ο
’

的

硅板
∀

弯曲 : ; 毫弧度
∀

每个脉冲是 [Ο Ο 宽的 ∗Φ
,

质

子束
,

角张开土 。
∀

∗ 毫弧度
,

经过 ?
∀

! Ο ,

束流宽度达到
。

∀

: Ο Ο ,

强度达到每个脉冲 ? Γ ∗ Φ, 质子
,
制导率是

Φ
∀

?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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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离子进展 重离子 8 。 ,

24
,

Α4
, Γ 。 ,

2=
, ,

Δ= , Θ

离子已经加速到 [Β ∃ % ς每个核子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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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探测器 热探侧器因其对新精密物理作出贡

献而引起广泛关注
∀

热辐射测热计是最常用的一种
∀

纯的抗磁与介电晶体用作探测器
∀

它在低温下的热容

量(正比于运行温度与德拜温度之比的立方)是如此的

小
,
以致粒子留下很少能量

,
即可使温度上升到热敏电

阻可侧的程度
∀

∗ + + Φ 年它的技术发展令人注目
,

已为

无中微子双户衰变定出了新极限 (8
Ξ

·

∗ 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