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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超导体的最高临界温度继 续 提

高
》 , 月号

∗ + / , 年人们发现了第一种有机超导体
,

它的临界

温度低于 01
,

而到了 ∗ + / / 年
,

有机材料的最高超导临

界温度超过了 ∗, 1
.

美国阿贡国立实验室最近报告他

们合成了两种新的有机超导体
,

第一种的临界温度在

环境气压下达到 ∗ ∗
.

2 1 ,

第二种材料则在 3 4 5∋
’

帕气

压下在 ∗6 / 1 时变为超导
.

7
.

利瓦伊
《

铀
一

社年代测定法将碳 “ 年龄时钟推

前
》 , 月号

根据放射性碳进行的年代测定显得太年轻了
,

它

用树木的年轮进行标定
,

只可测到 / , , , 至 + , , , 年
,

目

前
,

有一种新的计时器能将标定范围推前几万年
.

新

的基准是根据铀
一
牡衰变测量作出的

,

即测量牡 6 3 , 8

铀 6 3 9 和铀 6 3呼8铀 6 3 / 的比
.

∗ + / : 年
,
卡尔太克小组

采用质谱技术
,

用小样本得到了高精度铀针测量结果
,

建立了铀
一
牡年龄的有效数据

,

同一年
,

哥伦比亚大学

莱蒙特
一
多赫蒂地质观测站采用这种新技术对巴 巴 多

期海中珊瑚样品进行测量
,

将碳 ∗呼测年标定至少推前

了 斗, , , ,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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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
欢

超新星
》 , 月号

大质量恒星爆炸的机制是什么< 在星核中产生并

在外层被吸收的中微子起着重要作用
,

研究认为
,

超新

星爆发机制可能有两种
,

一是星核的坍缩引起的回弹

使恒星的核外部分以巨大力量弹出
,

二是星核发射的

中微子为中等距离的物质所吸收
,

并将该物质加热后

发射出去
.

文章论述了坍缩
、

冲击波及 ∗ + / : − 超新星

等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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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和 7. 马丁
《

未来的投资 > 政府将花多少

钱用千学术研究
》 , 月号

文章对近十几年中
,

美国和西欧的科研投资情况

进行了分析和对比
.

统计结果表明 > 荷兰
、

西德
、

法国

等西欧国家按人 口平均的科研经费已经赶上或超过了

美国�∗ + / : 年的人均 2, 美元左右 �? 荷兰
、

西德
、

法国
、

英国等国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均大大

高于美国�美国十几年来恒定为 。
.

3 ≅ 左右
,

荷兰则恒

定于 。
.

2 ≅ 左右�
.

十几年来
,

美国用于物理学科研究

的经费一直少于生命科学的经费
.

以 ∗ + / : 年为例
,

用

于生命科学研究的经费差不多是物理学的两倍
.

Α
.

克莱因ΒΒ=
·

威拉德
·

吉布斯的物理生涯
》 + 月号

=
·

吉布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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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 年 6 月 ∗ ∗ 日生

于美国纽黑文
, ∗/ Γ /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 ∗ / 23 获得博

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

∗ / : 3 年发表了第一篇热力 学 论

文
.

他生前曾被选人许多学科的学会
,

获得三个国家

的大学荣誉学位
,

并数次获科学奖金
.

∗/ + : 年
,
伦敦

皇家学会选举他为外籍会员
, ∗ +, ∗ 年授于他当时最卓

越的科普列奖章
.

在吉布斯诞生 ∗ Γ, 多年的今天
,

他

在热力学和统计力学方面的工作较以前更为人重视
.

7. 施瓦茨柴尔德
《

太阳中徽子的最新资料 > 三台

探测器三种说法ΗΗ∗ , 月号

目前世界上有三台太阳中微子探测器在运行
.

美

国南达科他州霍姆斯太克中微子探侧器 ∗ + : , 年 投 人

运行
,
它处于一个金矿矿井深处

,

采用 2 ,, 吨纯净水
.

∗ , : , 至 ∗ +/ Γ 年
,

他们得到的中微子捕 集 率 为 每 天

,
·

弓:6 士 ,
·

,3 : 个
,

而理论预计为每天 ∗
.

/ 个
,

该买验

结果与太阳黑子 ∗∗ 年周期有反关联关系 ? 日本神冈太

阳中微子探测器去年投人运行
,
前 斗Γ, 天的实验收集

到的中微子是预期值的不足一半
,
与美国实验同期值

相符
,

但为美国实验长期平均值结果的两倍 ? 苏联高

加索巴克桑中微子实验室由苏美科学家组 成 合 作 组

Ι− Ε ϑ ,

采用 3, 吨液态金属稼
, ∗ + + , 年初开始收集数

据
,

最初 Γ 个月中完全没有得到太阳中微子信号
.

第四

个太阳中微子观测站将是意大利格朗萨索的 Ε ‘∗∗ “‘ ,

它将采用 3, 吨氯化稼
.

目前这台探测器的共同缺陷

是数据获取率低
.

∗+ + Γ 年
,

加拿大萨德伯里中微子观

测站将建成
,

它用了 ∗ , , , 吨纯净重水
,

每年将获得数

千个太阳中微子事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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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格和  . 汉斯提
《
原子力显微学

》
∗, 月号

∗ + / 2 年
,

Ε. 宾尼和 ;
·

罗赫尔因发明扫描隧道

显微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

这一发明导致一系列扫

描探针显微镜的出现
,

它们对样本表面进行机械扫描
,

得到原子级分辨的映象
。

原子力显微镜是一种最成功的装置
,

它是一台精

密仪器
,

将探针固定在悬臂弹簧上
,

使悬臂弹簧的弹簧

常数低于两个原子之间的实际弹起度
。
如果弹簧的弯

曲度探侧的灵敏度足够高
,

探针即可揭示样本的表面

轮廓
,

分辨率可达原子量级
,

由此可得到导电和不 导电

样本的映象

Λ. 坦劳奇和 Μ
·

菲利普斯
《
激光冷却的新机理

》

∗, 月号

光泵激和光谱偏移意外地将激光冷却改善了许多

数量级
,

并且产生了最低的动力学温度
.

新机理于 Ν + //

年提 出三年中使原子冷却达到几个微开尔芬温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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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等五人
《

地球深层内部的研究 > 目的和方向》

∗ , 月号

人们现在可以深刻理解地球内部的机密
,

但需要

进行多学科间的通力合作
,

才能揭示整个地球动力学

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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