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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增强器
,

� � � �年  月 ! !! 工程全

部结束
∀

# ∃ %合作项目
∀

从 � � �。年 !

月以来
,

各国科学家纷纷提出实 验计

划
,

已组成的计划咨询委员会收到提

案 ∃� 项
,

参加人员 ∃ ∃ & & 人
,

分别来

自  ∋  个研究机构
∀

现已确定的 大型

� 美一实验室暂停冷聚变试验

据
《

科技日报
》
报道在美国加州一实验室冷聚变槽

内
,

当把电极下部没入重水中
,

槽顶部电极暴露在氧和

氖气里
∀

正常的把表面有一层水膜
,

不与气体直接接

触
∀

一旦电极出现干燥点
,

当氧与氖在把催化电极表

面结合时最容易发生爆炸
,

轻者将聚变槽盖推离钢槽
,

重者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

英国 电化学家安
。

赖利当场

毙命
,

远离赖利的其它  位学者也被碎片击中
∀

该实

脸室冷聚变试验被迫暂停
,

保安人员已赴现场调查
∀

∃ 美发明引导聚焦中子束新方法

据美
《

科学新闻
》
报道

,

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国

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 格
·

唐宁所在研究小组
,
利

用一束含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若干条窄小通道的

玻璃纤维
,

引导中子束在通道光滑的内壁将中子弹来

弹去 ) 只要轻轻弯曲一束纤维中每一条纤维
,

可以控制

已出现的中子束
,

使之在某一小点止琴盗焦
∀

这种方法

最早由前苏联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库马霍夫提出

的
∀

美国人利用库马霍夫小组提供的玻璃纤维
,

发现

在仅失掉一半中子情况下
,

能将一束中子弯曲 ∃∗ 度
,

输运长度达 � 。毫米
∀

 维也纳国际会议认为丝室将被量能器取代

据
《 + , ( − + . / 0 让 0 》

报道
,

今年在维也纳召开的

丝室国际会议认为 1 尽管丝室仍在许多粒子探侧器领

域里普遍采用
,
但包括热液体

、

冷液体量能器在内的磁

量能器发展迅速
,

大有取代丝室的趋势
∀

会议介绍了

半导体探测器的最新发展
,

认为微条
、

薄片
、

漂移
、

视频

探测器与前端电子学结合
,

完全适应 22 + 和 3 4 + 对

撞机高数据率需要
,

可望纤难探测器替代丝室
∀

现在

人们在 ∃ ∗∗ 微米薄石英层上构成两维读出或视频读出

#包括环结构% 探测器
,

第一个 5 6 + 高能实验结果

表明 1 !
∀

7 89 : 时相对能量分辨率为 �∗ ;
,

空间分辨

率为  ∗ 微米
∀

在气体探测器上采用固体光阴极
,

可以

明显改进探测技术
,

一种配有硼化艳反射光二极管的

气体探测器
,
有可能在 � � � , 年前取得实质性进展

∀

< 美学者介绍 = 2+ 工程及实验计划现状

本刊记者从第一届东亚 > 太平洋
一

美国 22 ? 物理

讨论会上了解
, (

∀

≅ Α 2 Β 9 0
和 Χ

·

6 ΔΕΦ Α Γ
分别介绍

了尚有争议的 22 + 工程和实验计划现状
,

其内容归纳

为 1 #Ε% 工程进展
∀

�� �� 年 � 月竖井工程开始
、

� � � ∃

年建造直线加速器和低能增强器
, � � �  年建造中能和

二少
> 实脸是建造两台大型的

、

互补又竞争

的探测器 2 Η + 和 6 , 5
∀

2Η ? 是螺

旋管探测器
,

利用密封量能器
,

对轻子 进行鉴别和能量

侧量
,

以探测荷电粒子径迹 ) 6 , 5 探测器可对
了 、

电

子和 拼子进行鉴别与精确测量
∀

同时
,

在 � � �  年底或
� � � < 年初开始征集小型实验方案

∀

# % 物理内容
∀

22 + 对撞机建成后
,

可进行超越目前认识水平广泛而

深入的粒子物理学研究
∀

如超越标准模型研究中的弱

电对称性破缺
、

复合夸克和轻子
,

新的规范玻色子及超

对称性研究等等
∀

人们期望 22 ? 提供每秒几个
Ι
夸

克
,
每秒几百万个 ϑ 夸克

,

打开一个全新的
、

激动人心

的及未曾探索过的基本领域
,

去发现新物理
∀

同时
,

还

将利用 =2 + 对标准模型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入测定
‘

! 美学者认为布基球材料有
“
太阳镜

”
作用

据美
《

科学新闻
》
报道

,

美国科学家塔特等对印度

人所制的嵌人铁原子的布基球材料进行测试
,

认 为这

类材料显示了非线性光学特性
,

具有类似
“
太阳镜”的

遮光作用
∀

这位加利福尼亚州休斯研究所研究员
,

测

量了各种溶液中布基球与其边亲碳 ∋∗ 的遮光性
,

发现

在 & 毫微秒绿色激光照射下只透过 &∗ 肠 的光能 ) 当激

光能量超过每平方厘米 ∃ <∗ 毫焦耳时
,

变得更不透光 )

当能量达到每平 方厘米  焦耳时
,

也只能达到前者的

&∗ ; 水平
∀

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有以下几种 1 塔特

等人认为布基球的电子对光能反应方式特殊
,

当电子

受激光激励后跳到一个稍高的能量状态吸收 能 量
,

暂

时显示甚至阻挡强光而具有较大的遮光能力
∀

设在华

盛顿特区的海军研究所扎
·

4∀ 卡法费认为激光能量是

通过加热布基球材料改变光学特性
,

即热效应而不是

电子效应使其具有
“
太阳镜

”
作用

。

Κ 日制成厚度小于 !∗ 纳米 Λ − 结层

据
《 日本新技术

》
报道

,

日立公司等采用快速气根

直接掺杂工艺制成厚度小于 !∗ 纳米 Λ− 结层
∀

他们

已研制成基极层厚 ∃! 纳米的 − Λ− 型双极晶体管
。

这种新晶体管工作速度比通用的提高 �∗ 倍
,
这是因为

电子穿越基层的距离缩短
∀

∋ 英学者发现超薄液体膜有固体薄层性质

据报道
,

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以色位维里等人
,

将两个原子级平整光滑的表面浸泡在液体中
,

采用独

特表面力装置以高度可控方式使两表面对拼
,

中间沾

上极薄润滑剂
∀

两表面横向相对移动
,

测量滑移时产

生的切应力表明超薄层液体膜动力学行动
,

不能用皮

体沾滞性来描述
,

其性质很像固体而不像厚的液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