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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建造第三代同

步辐射装置
 

按照大致的分类
,

第一

代同步光源是一些为别的目的建遭的

环形加速器
,

它们只能在兼用模式下

或部分专用模式下进行同 步 辐 射 研

究
,

第二代同步辐射装置则是为同步

辐射研究目的而专门建造的装置
,
依

靠正负电子在加速器弯转磁铁的作用

一鬓一
! 马丁等

《

新的地面光学望远镜
》 ∀ 月号

目前
,

欧洲
、

日本和美国都在研制 # 米级单镜头或

多镜头望远镜
 

∃。年代
,

天文学家们将获得增大 ‘倍

的光收集范围
,

新的收集区的产生率将比过去 %& 年提

高一个数量级
 

文章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大型地面望远

镜研制计划
,

其中包括各种望远镜的性能指标
、

本世纪

内望远镜的发展前景
、

镜头技术
、

夏威夷 ∋ (‘) 望远镜

∗+& 米多片组装镜头
,

已由设计转人建造,计划
、

薄形

凸凹镜头望远镜
、

蜂巢状镜头望远镜等
、

同时还介绍

了天文望远镜未来的发展方向
 

− 克伦班塞尔
《
统一在物理科学中

, ∀ 月号

本文作者 + ∃ # ∃ 年任美国物理学会 ∗. /0 , 主 席
,

这是他 + ∃ ∃ 。年 1 月 + 2 日发表的卸职 演 讲
,

他 希 望

3 /0 每年的大会都能拿出时间研究物理的差异性和统

一性
 

作者认为
,

物理学有许多源泉
,

其中数学是通用

语言
,

科学方法∗判断
、

分析和综合,是通用途径
,

而范

例则是自然的通常观测点
 

作者以孤子间题为例阐述

了他的物理学中统一的观点
 

− 吉尔受
《

当今的研究管理问题
》 ∀ 月号

作者是伯克利实验室的高级科学家
,

他当过教授
,

搞过科研
,

并有长期领导公司和科研中心的经验
 

他

认为
,

研究管理人员应该努力建立一种环境
,

以便让专

业人员能够发挥其创造性
 

同时
,
管理者应将研究课

题的选择权交给研究者本人
 

!
 

施瓦兹希尔德
《丫 望远镜发现靠近银河系中心 的

“巨大湮没体
, , 》 ∀ 月号

近 % 。年来
, 4 射线天文学家一直报告说有间歇性

正电子湮没 丫射线从我们银河系中心发出
 

这些偶然

出现的 , ++ 5( 6 二 射线引起 了许许多多的猜测
 

+ , , &

年 +% 月
,

一个法
一

苏合作组报告说他们巳经找到了一

个已知的致密的 7 射线源
 

它位于距银河系动力中心

约 ” 弧分处
 

事实是
,
姆 月 +∀ 一“ 日

,
苏联轨道飞

行器 89
:

;: 。 的 <+ ∃ 比 。
望远镜碰巧看到了这个 7 射

线源
 

当时
,

这个名为 = >= , 1 &
 

2一% ∃ 1 % 的 7 射线源正

以每秒 + &材 的速率喷射 , + + 5‘6 了

辐射
 

这就是说
,

该

源在湮灭辐射中心的能量输出就是太阳所有波长亮度

的 , 万倍
 

于是
,
它被科学家们称为

“
巨大湮没体” ,

但

目前
,

大多数人称之为
“
爱因斯坦源”

 

!
·

利瓦伊心许多国家建造最新的同步辐射光 派 , 1 月

号

下产生同步辐射
 

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要采用扭摆磁

铁和波荡器等装置
,
正负电子通过这些装置能产生最

佳辐射
 

文章首先介绍了波荡器和扭摆磁铁的工作原

理及性能
 

其次
,

介绍了 ? 8 ( 6 欧洲同步辐射装置

∗> 0≅ Α ,
、

美国阿 贡实验室 2 8 ( 6 先进光子源∗3 Β 0,和

日本的 Χ 8 “6 0/Δ Ε” Φ一 # 等三个硬 7 射线源的建造计

划
 

再次
,

介绍了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的先进光源 ∗3 Γ Χ ,

等一批软 7 射线源的建造计划
 

最后
,

文章还介绍了

其它用途的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情况
 

− 巴考尔
《
九十年代 4 发现的十年

》 1 月号

本期
《
今 日物理

》
编辑了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专

辑
 

作者认为
,

∃& 年代
,

天文学家们将优先寻找一些

方法
,
以便对宇宙有更多的发现

 

文章介绍了 #& 年代

所取得的重大天文发现
,

并且断言
,

由于 ” 年代有 +&

米望远镜等新装置投入使用
,

将会有许多的天文发现
 

Α 吉勒特
《
红外天文学的十年

》 1 月号
∃ &年代将在美国冒纳凯阿火山顶上安装一台 # 米

红外望远镜 Η 一台 % +< 米望远镜将安装在巨型 2斗2 喷

气飞机上
,

飞行在 ” 肠 的地球大气水蒸汽之上 Η 还有

一台 � 米低温望远镜将放在 + &万公里高空的轨 道 上
 

∋
 

凯勒曼等
《
九Ι 年代的射电天文学

》 1 月号

∃& 年代将对现有的射电望远镜进行重大改进
,

并

且将建造一批毫米波长和亚毫米波长的天文仪器
 

ϑ 贝奇曼等
《

自适应光学和千涉最度学
》 1 月号

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
,
大气扰动一直将天文观侧

的分辨率限定在 。
 

< 秒左右
 

目前
,

光学天文学家和

红外天文学家将把天文观侧的分辨率改善几十倍
、

几

百倍
、

甚至几千倍
 

他们利用了两项新技术
,

即自适应

光学和干涉量度学
 

!
 

萨多莱特等《拉子天体物理学
, 1 月号

一种共生现象正在发展 4 天体物理观测阐明基本

粒子的性质
,

而粒子理论和粒子物理实验技术又指出

了宇宙的明亮成份及暗物质成份
,
同时还指出 了宇宙

的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ϑ
 

坎尼扎尔斯等
《
空间天文学和空间天体物理学ΚΚ1 月

号

∃& 年代空间天文学和空间天体物理学将平衡进行

大型
、

中型和小型计划
,

增加空间研究的机会
,

改善科

研管理
,
这一切将使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取得重大进展

 

同时
,

∃ 。年代也将是巨型观测台的十年
,

其中
,

+ , ∃ 。



+ 中国科学院召并北京

同步辐射装里扩睡项目物理

方案可行性论证会

中国科学院于今年 , 月
∃ 日在中科院高能所报告厅

召开北京同步辐射装置扩建

项目物理方案可 行 性 论 证

会
,

有 2& 位专家
、

教授参加
 

日 中国物理

研制
,

获得如下成果 4 染不扛

激光器及其紫外频率扩展系

统
,
最大输出能量 +的刘

,

输

出激光线宽 续 。
 

&< 3 Η 染料

激光输出波长扩展 到 1 &。一
% 。。; Λ ,

倍频跟踪效率优于

∃< 呢
,

和频跟踪 效 率 优 干

∃& 帕
,

和倍频跟踪效率优于

会议分光源与束流
,

软 7 射线
、

生物
,

硬 7 射线
、

高压物

理
,
分子

、

原子物理四个小组审议
,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

长冯端教授宣布评议组意见
 

会议认为 4 同步辐射是

本世纪 2&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光源
,

具有 亮 度

高
,
波长从红外到 7 光波段连续可调

,

优异的准直性
,

完全确定的偏振度
,

洁净的生产环境
,

快速的光脉时间

结构等突出优点
,

在物理
、

化学
、

工业
、

农业
、

材料
、

冶

金
、

能源
、

地矿
、

激电子
、

化工等多方面有广泛应用
,

北

京同步辐射装置扩建项目拟以同步辐射为基础
,

以吸

引各学科的研究人员
,

‘

从而达到上述目的是完全可能

的
。

% 中科院半导体所测出黄昆漫散射

据光明 日报报载
,

中科院半导体所蒋四南等人
,

应

用现代计算机技术
,

建立一套在 2 2 ∋ 条件下测量黄昆

散射的实验装置
,

对砷化稼未注入样品
、

离子注入饵
、

离子注入钥的样品进行了黄昆散射实验研究
,

根据黄

昆散射强度
,

阐明不同元素在晶格中的占位伏态
 

由

此而结束了黄昆故乡不能测量黄昆散射的历史
,

并使

我国成为能迸行此项研究的少数国家之一
,

∀ 中科院物理所宽调谐高功率激光系统达国际先

进水平

据
《

物理所简报ΚΚΜ 反载
,

中科院物理所与福建物构

所合作
,

利用物构所生长的偏硼酸钡晶体 ∗简称 !! Ν

晶体,
,

开展了宽调谐高功率激光系统多项单元技术的

年发射的哈勃远望镜巳经发回许多重要信息
,

并将于
注, , ∀ 年恢复其高分辨成像本领 Η 丫 射线观测站 ∗8 ≅ Ν ,

将于 + ∃ ∃ + 年发射升空
,

它能观测 Ο Π 5 “6一 ∀ Ν 8 Π 6 的宇

宙射线
,

灵敏度和分辨率比 2& 年代的仪器要好一个数

量级 Η 高级 7 射线天体物理装置∗3大3 Α ,是直径 +
 

% 米

的掠射 7 射线望远镜
,

可迸行亚弧秒成像
,

得到 &
 

+一
� Π 5 ( 6 频带的高分辨光谱

,

该装置定于 +” # 年发放 ,

设计寿命为 “ 年
 

Θ
 

麦基等
《

理论天体物理》 1 月号

#& 年代
,

在从大爆炸到木星卫星上的火山活动等

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上
,

理论物理的进展根本改变 了人

们对宇宙的认识
 

在未来 +& 年中
,

理论研究依靠更好

的实验数据和更逼真的模型
,

将对许多问题作出回答
,

同时也将提出许多新的问题
 

∗以上摘编 于 + , , � 年

峨/ ) Ρ 0 Ε( 0 Σ Ν Τ : Ρ》 ,

#< Υ
,

最大跟踪宽度 % , ” Λ
。

! !Π 晶休光参量振荡器 Η

! ! Ν 晶体超短脉冲光参量放大器最高输出 功 率 超 过

一0
 

∀ ς Ω ,

平均功率 ?
 

斗Λ Ξ ∗Ψ & Ζ Ψ

,
,

调谐范围 &
 

1 & +一
∀朴Λ

,

最高转换效率 + % 1 帕
,

且为单脉冲输出
,

可同时

输出三束可调谐超短脉冲激光
 

1 中科院高能所完成南朝鲜同步辐射装置注人器

+ & & ς ( 6 研制任务

据本刊记者报道
,

中科院高能所历时两年
,

为南朝

鲜浦项理工学院同步辐射装 置 注 入 器 + && ς (6 ∗?&

ς (6 ,段承担研制任务
,

对 + && ς ( 6 电子直线加速器的

电子 枪
、

束调管
、

调制器
、

功率激励源
、

功率传输
、

聚束
、

加速管和支架
、

聚焦
、

束流分析站
、

真空
、

温度控制
、

束

流测量和自动控制等 +% 个系统进行了设计
、

制造
、

测

试验收和分系统调试
,
以及为安装的工艺设计

,

全部设

备现已运往南朝鲜
 

0 旅澳学者窦士学等创一项超导研究新纪录

据光明 日报报载
,

由东北工学院窦士学教授主持

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高温超导线材研究 小 组
,

采用新工艺研制出由银锡铅银钙铜氧化物制成的超 导

复合线材
,

在液氮温度及 + && 。高斯磁场下临界电流密

度达到每平方厘米 +斗。。& 安培
,

在 + & & & 。高斯磁 场 下

仍保持每平方厘米 ? % 。。安培
 

这一新成果超过三年

前由 日本 0[ 坦 Ε 9Π Λ 。
公司创造 的 + & &。。高 斯 磁 场 下

+ ∃ & & 安培的世界纪录
 

? 留法学生彭学舟研制世界第一支全塑三极管

据光明 日报报载
,

我国 +? 岁留法博士研究生彭学

舟
,

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以低聚唆吩为主要成份的场

效应全塑三极管
,

具有性能稳定
、

制作工艺简单
、

经济

效益高
、

富有柔性
、

应用价值大等特点
,

可制作比硅三

极管控制的液晶显示屏幕更大的屏幕
 

他的全塑三极

管巳获法国专利
 

了 诬云亮等首次发现地球化学元素丰度定律

成都地质学院研究人员汪云亮等
,

对中国西南二

叠系玄武岩进行微量元素实测分析
,

发现元素丰度值

中有某种内在联系
,

经过严密理论推导
,

提出地球化学

元素丰度的第一条定律 4 分离结晶成因的岩浆岩微量

元素丰度之间互相呈幂函数关系
 

根据这一定律
,

他

们建立了岩浆岩不同成因判断公式
,

将地慢到地壳活

动过程的定性研究发展为定量判断
,
这对寻找我国急

需的铜
、

铬
、

铂矿藏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