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理论部负责人埃利斯认为 ∀ � # 使人们更难弄

清暗物质问题了
,

但人们坚信
,

今年升空的哈勃望远镜

能帮助解开暗物质之谜
∃

中建造一个 %介子工厂
,

预计建造的新加速器周长为

&∋ 。米
,

用 &
∃

() ∗ + 的正电子束与 ( ), + 的电子 束 对

撞
、

初期亮度指标为 − ∋” ‘. 一 , / 一 ’,

最终指标为 −。,’∃

《

巴克桑太阳中微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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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学院原子核所在北高加索巴克桑太阳中微

子观测站进行放化稼实验
,

测量太阳低能中微子流强
∃

这台中微子望远镜安装在一个专门建造的地下实验室

内
, 1页部有岩石 2 ∋ ∋ ∋ 米

∃

洞穴大小为 3 ∋ 4 5 ∗ 4 一2 米
,

于 − 6 7 7 年建成
∃

巴克桑实验采用 了 &∋ 吨金属稼
,

由

苏美合作进行
∃

《

满足未来对摘机的需要
》
第 ‘ 期

未来一代质子对撞机 8如 美国的 99 : 和 西欧的

∀ ; : < 都是 = , + 级的
,

探测器和仪器仪表的设计 和

建造都是对物理界的一大挑战
∃

文章着重分析新对撞

机对于电子学和计算技术的新的要求以及人们为满足

这些要求需作的努力
∃

《: �  ! 的 % 介子工厂计>?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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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将在已经关闭的交叉储存环 8≅9 < 隧 道

Α
∃

密希迈
《料 子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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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低能 拼子研究的方向
、

成果和意义
∃

8秦宝 编译<

我国学者提出条粒子研究新建议

据全国案粒子物理讨论会获悉
,

中科院学部委员

何柞麻以及张肇西
,

张长春等
,

对北京谱仪在 Α Β必 能

区之外的聚粒子研究提出多项物理建议
,

包括 Χ /
和 Χ

介子 8即 功8Δ − 3 ∋ < 与 必8& Ε Ε ∋ < 衰变产物 <
、

必
’

8& 3 0 , <

共振态衰变
、

案重子与
/
轻子性质的研究

。

8?< 功
’

8& 3 7 0 < 共振态衰变与胶子球产生
∃

何柞

麻教授计算表明
,

同 Α Β必 衰变相比
, 必

‘

共振态衰 变

中胶子球的产额将增加 −
∃

,一 & 倍
∃

因此
, 功

‘

可能 是

胶子球研究的理想能区
∃

沪
’

的许多衰变道有待更精确

的测量
∃

82 < 沪8碍一3 ∋ < 共振态及其 Χ 、
介子物理

∃

必8Δ − 3 ∋ <

是较新的能 区
,

它衰变产生的 Χ 、

介子尚待深人研究
∃

73 Φ 的 Χ ,

衰变是未知的或粗略测量的
∃

作为分支比

参照基准的 附一
叻尹 道测量也是不够精确的

∃

Χ 才
一

拜十 , , , 丁Γ ” ,

衰变道测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Χ 才
一

刀砂
,

丫砂

道现有测量的分歧有待澄清
∃

8& < 必8& Ε Ε ∋ < 和 Χ 介子物理
∃

在 必8& Ε Ε ∋ < 能区

开展 �Η Ι ϑΙ Ι。 双压低过程
、

Χ∋ 与 护 混合以及非聚

衰变过程的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

8Δ< 粟重子
、 /
轻子与其它

∃

案重子测量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

名才与 则 有待确认
, 八才

, 名尹 等

寿命
、

质量与分支比需精确测量
∃

因此
,

留有一个较

大的实验窗 口
∃

/
轻子质量测量也是一个有兴趣的课

题
∃

此外
,

与会者还提出 必8
’Κ /

<了 态与低质量中性粒

子寻找等一大批有意义的物理课题
∃

会议就上述物理课题的研究开展 了讨论
,

建议进

一步开展蒙特卡罗模拟研究
,

探讨这些物理课题在北

京谱仪实验中实现的可能性
∃

8张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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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竞赛试题8一<

参赛须知 /

8?< 全部试题答案可在今年各期文章中寻找
∃

82 < 参赛者无须抄题
,

可将答案按题号写清
,

连同

参赛标记于今年十月底前寄来编辑部
∃

8一 < 目前
,

正在进行的非加速器粒子的物理实验

可分 为
Λ

、

Λ
、

Λ
、

Λ
8包括

Λ
、

Λ
和
Λ

、

Λ
<等几类

∃

8二< 英国Λ
Λ

杂志 专栏登 载

Λ
文章

,

对我国 教授应用数论中
∃

定理证明
Λ

Λ
给予高度评价

∃

8三 < 重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 势是 由

Λ
Λ

和 Λ

Λ
组成

,

前者是由

Λ
决定

,

后者是由

Λ
决

定
∃

8四< 按照折射率的变化规律
,

梯折可分为

Λ
、

Λ
、

Λ
、

Λ
四种基本类型 Μ 产生梯折的方法有

Λ
、

Λ
、

Λ
、

Λ
、

Λ
、

Λ
Λ
等

∃

8五 < 液晶具有
Λ

、

Λ
、

Λ
、

Λ
、

Λ
、

Λ
、

Λ
、

Λ
等物理性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