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国 外 物
、

理
一

、

焚国科学家提出温室效应新观点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数学科学研究中心

的科学家
,

采用多窗口时间序列方法
,
对过去 �� 年来

大气中二氧化碳与全球温度相互关系的测量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
,

认为地球平均温度尽管出现升高的现象
,

但

还没有充分理由推断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是

导致温室效应的很本原因
 

峰
,

周围一系列低得多的同心环形峰
,

其振荡强度滋中

心距离增加而减弱
 

采用他们仪器所产生的 !� 微米

的贝塞耳束的中心点
,

在衰减之前行进 ∀� 厘米的距

离
。

#
。

束的中心峰在初始值附近以振幅增大
、

频率降

低的方式进行振荡
,

直至明显衰减的那一点为止
 

∃见

图 %
、

&∋ 目前
,

该校的研究合作工程 ∃( ) ∗ ∋ 正在研

制实验所用的铰玻璃和 + ,
,

激光器
,

及与部分反射镜

组合的环形器件
 

它将作为激光器的直接输出而生成

一个 儿 束
 

∃摘编谢谙成同名翻译稿 ∋

                    

争月
、 二

、

美国科学家首次获得银河系中心照片

据
《

科技 日报
》
报道

,

美国宇宙背景辐射探测卫星

在地球上空 ∀ −. 公 里处拍摄到银河系中心照片
,

显示

银河系中心呈一个薄圆盘状
,

中间是一个发光的 凸起

部分
。

这一凸起部分由大量星体组成
 

天体物理学家

认为
,

大量恒星群中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黑洞
 

而黑

洞是拥有巨大引力的天体
,

甚至连光都不能从中逃脱
 

美国航天局哥达德空间中心首席天文学家豪泽 认 为
,

所拍摄到的照片是宇宙背景辐射探测卫星获取的重要

副产品
 

从所获得的数据表明
,

最初膨胀的火球出乎

意料地平稳和均匀
,

没有发现突变性爆炸迹象
,

从而使

深入了解宇宙起源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 解 决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主任威尔金认为
“
大爆炸”理论处

于
“

严重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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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通过置于一适 当大小透镜的焦平面内的 一个

环形细缝
,

准直光束生成了一个具有无发散中心点

的 #
。

贝塞耳束
 

三
、 “

哈勃
”
空间望远镜进人太空

、

据
《

科技 日报
》

报道
,
继 % . � − 年伽里略首次使用光

学望远镜以来
,

被认为世界天文技术发展史上最重大

的事件
—

“
哈勃”空间望远镜于今年四 月二十四 日 由

“
发现”号航天飞机将带

,

从美国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

中心发射成功
 

它部署在离地面 .� ! 公里
、

与池球赤

道倾角为 2∀
 

,
“

的高空轨道
,

其观测距离可达 % 3� 亿

光年
,

能观察到比地面天文望远镜可观察的天体哈淡

23 一” 倍的天体
,

有助于科学家确定字宙的具 体 年

龄
、

了解星系的形成和演化
,

并揭示黑洞的真象
 

重达

% % . �。公斤的
“
哈勃”空间望远镜长 ” 米宽 斗

 

2 米
,

装

有直径 2
 

4 米的主体镜和直径 �
 

� 米的次级镜
,

配备

具有宽广视野的行星摄影机
、

暗淡天体摄像机
、

暗淡天

体摄谱仪
、

高分辨率分光摄像仪
、

高速光度计以及精密

导向传感器
 

在预定 %3 年的望远镜工作时期内
,

宇肮

员将定期对它进行维护
 

图 2 无发散光束实际是一个很强的

巾心点
,

被一系列同心环所包围 ∃环

的强度反比于离中心的半径∋
 

# 。

束

的中心点传播得比高 斯束远 %. 倍 才

明显减 弱
 

五
、

美国科学

家努力提高超导体

的临界电流值

据
“ 5+ 6

7 8 + 7

9 7 : 5》
报道

,

高温超

导沐应用的严重障

碍之一 ∃特别是处

于强磁场中∋ 是其

令人失望的低电流

荷载能力
 

电流强

度一且 超 过 临 界

值
,

材料就会失去

零电阻无能耗导电

四
、

罗彻斯特大学发明无衍射光束新技术

据
《
光学工程报告 ;;< 及道

,

罗彻斯特大学光学研究

所詹姆士
·

杜宁和约瑟夫
·

=
·

艾伯利发明一种 无 衍

射光束新技术
 

他们让一束准直的光通过一个透镜焦

平面内环形细缝
,

产生 了
。

束
 

它的形状是一针伏尖

能力
 

最近的一些研究进展表明这个问题克服有望
 

去年秋天
,

贝尔实验室的多弗等报道
,

研究人员曾

在 。
 

− 特斯拉的中等强度磁场中于 ” > ∃一 % −3 ℃ ∋

温度下取得每平方厘米 . � � , � �。 安培的电流密度
,

为

未经辐照晶休电流密度的 % �� 倍
 

其后
,

由金成和∃译音 ∋领导的贝尔实验室小组
 

研

究人员把 ? ≅Α Β + Χ ‘
,
。

晶体加热至 − 2 � �+
,

使其分解成

? Δ
Ε

+ Χ �
�

,  

此过程把一些多余的氧和铜原子留在样品

内部
,

多少起着像缺陷那样使全磁通定位的作用
。

据

金等人测定
 

临界 电流高达每平方厘米 % � � , 。� � 安培
 

在今年 % 月 %− 日的
《
科学

》
杂志上

,

斯坦福大学的

研究人员介绍了他们生产的薄膜能在液氮温度∃一 %−3

℃ ∋ 下长期保持高达每平方厘米 Φ 百万安培的 电流密

良而不致衰减
,

∃郑锡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