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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本学者提出常温核聚变的新见解

据
《
光明 日报

》
报载

, 日本大阪大学副教授高桥亮

人用了  个多月的时间
,

连续用电分解重水
,

得到比 自

然状态下多 !∀ 一 #∀ ∃ 的中子
%

他用高精度装置测定

中子的能量
,

发现两个重氢发生核聚变后
,

在产生氦 !

这种元素的同时
,
还出现能量分别为 & ∋ # 万电子伏和

! ∀∀ 万一 (∀ ∀ 万电子伏的中子
%

高桥认为 ) 这是 ! 个

重氮同时反应即
“
三体反 应

”
引起核聚变的结果

%

用

作核聚变的电极把
,

其原子结晶结构中含有重氢
,
当接

通 电流时
,

这里的重氢受到刺激而处于强振动状态
,

并

形成高能量 的重氢原子核
,

再同其它重氢反应
,

产生高

能量中子
%

根据这一见解进行计算
,

所得结果同实验

一致
%

二
、

英国科学家认为量子
“
虫洞”可能成为跨越时

空的
“

桥
, ,

据英
《
新科学家

》
报载

,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费
·

梅勒
,

伊
·

莫斯就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形式上不排除

在时间中旅行的可能性问题
,

提出
“

某些问题可通过连

接时空中不同部分的
‘

桥
’

—
虫洞来避开

%

”
他们不考

虑量子效应
,

也不凭借一种违反压力与密度基本方程

的
“

奇特
”
物质

,
而对闭宇宙中柯西视界的性质进行了

研究
,

认为 ) 对一个闭宇宙
。

柯西视界不是不可逾越

的
%

他们相信自己的结果对转动的黑洞也成立
%

人们

利用量子虫洞理论解释某些预言的基本粒子尚未友现

的原因在于 ) 这种粒子穿过空间的过程中可能被量子

虫洞听阻碍
%

三
、

日本 ∗ + ∗ 正负电子对撞机
“, − ./, 0 1

, ,

将

改为同步辐射光源

据
《
中国科学报

》
报载

,

日本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

� ∗ 五∗ � 负责人透露
,

他们打算将  2 3 4 年耗资 !
%

# 亿美

元建成的 日本正负电子对撞机
“ , −. 5, 0 1,

,

�周长 ! 公

里
,

正负电子各以 ! 6 7 叭
,
8为能量对撞�

,

改建为同步辐

射光源
%

东京大学山本教授认为这是利用 , −. /, 0 1

的较好方法
%

日本这台正负电子对撞机曾在世界上处

于领先地位
,

人们利用它确定了顶夸克的质量下限
%

但

它的领先地位很快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电子正

电
一

子对撞机 9 + : 所取代
,

四
、

美国研究人员获得高亮度纳米级光点

据美
《

研究与发展内情
》
报道

,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

希伯来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十年的努力
,

获得高亮度

纳米级光点
,

向分 子显微镜迈进了一大步
%

其光斑尺

寸为 知 纳米
,

比光自身的波长还要小
,

既使在 阳 龙下

也能看到高亮度光点
%

五
、

苏天文学家宣称彗星释放宇宙 下 射线

据
《

科技 日报
》
报道

,

苏天文学家对哈雷彗星长期

观测中发现
,

哈雷彗星的中心部分非常暗淡
%

那些暗

淡的彗星在数量工远远多于发光彗星
,

因而最有可能

产生 丫射线
%

当彗星中心穿过中
一

于星磁场时
,

感应出

强大的电流
,

产生蒸发现象
,

其电离物质把磁场知路
,

从而释放
)
射线

%

他们发现两个多次释放
二
射线的空

间源
,

并推测彗星来自环绕空间源的云中
%

六
、

首届低温电子学国际会议在关国举行

据
《
超导通讯

》
报道

,

首届低温电子学�半导体 超

导体�会议在美国加州伯克利举行
%

这次会议注意到

近年来超导体研究的迅速发展
,

着重于探讨低温半导

体电子学和超导技术之间的相互衔接
%

纽约州立大学

用包含 ∋∀ 个 1 以0; 6/ < 1 = 隧道结的阵列制成了亚毫

米微波源
,

在 ∋ ∀∀ 7 > ?

时输出功率达 ( 微瓦
%

日本三

洋公司提出 7 ≅0
/

< Α/ Β Β Χ < Δ Ε 6 的外延生长工艺及界

面特性
,

贝尔实验室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开 始 研 究 用
Φ Α Β Χ 做集成电路内部连线

,

英国伯明翰大学用 Φ Α Β Χ

制成高温超导体谐振腔
,

哥伦比亚大学利用超导态和

正常态电阻的变化试制了高温超导开关
%

七
、

日本建成世界上第一艘超导电磁船

据
《
世界科技译报ΓΓΗ 及载

,

日本三菱重 工下关造船

尸建成世界上第一艘超导电磁推进船
%

其特点是没有

螺旋桨
,

船底有一喷海水用的巨大凸起构造 Ι 最高时速

 # 公里
,

理论上可达  ∀∀ 公里以上 Ι 实验船长 !∀ 米
,

宽  # 米
,

高 / 米
,

排水量  # # 吨
%

这艘命名为
“
大和  号

”
的 超导电磁船

,

应用了
“
左

手法则” ,

即 当电流通过与磁场成直角方向时
,

在两者

的直角方向就会产生一个电磁力
%

从船底吸入 的 海

水
,

依靠固定在船体
ϑ ϑ

匕的磁体和电极向后喷出
,

产生推

力
,

使船在海面行驶
%

八
、

英学者制成氢原子基团

据
《
中国科学报

》
报载

,

英国苏珊克斯大学保罗
·

卫斯列颠和汤尼
·

斯坦尼斯制成氢原 子基 团
。

内含 ! ∋∀

个原子
,

具有 &∀ 面体对称性
%

他们依据麦凯 &∀ 而体三

维结构的理论顶言
,

在质谱中观察到了相应丁氛  ∋(

和氟 ! ∀2 的强峰
,

认为具有闭壳层的基团比较稳定
,

估

计在基 团含有 & ∀ ∀ ∀ 个原 子数时对称性发生变化
,

可能

导致新的催化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