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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者按 �

根据我 国一些著名物理学字的建议
,

从本

期起新碎《今 日中国物理》栏 目
,

报道国 内主要

物理研 究单位的研 究成
‘

果与进展信 息
,

以便加

强学术 交流
,

促进物理学科各领域
、

各行业之

间的横向联 系〔 本刊热忱希望有关单位给 予
合作

,

及时提供科研 简报
、

通讯
、

动态及有关 文

章
,
以 便共同办好这一新栏 目一

达到引进商品水平
�

从而
,

结束我国制备绿色发光二

极管依赖进口的历史
。

五
、

隧道结直沈超导 子器件首次问世

中科院物理所科技人员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一种

隧道结型的直流超导量子器件
,

将使我国液氦温区超

导电子器件的设计研究工作达到了国际上八十年代后

期同类仪器的先进水平
�

科技人员采用金属泥超导材

料
,

以隧道结工艺定型
,
建立从低温到室温的放大

、

滤

波以及信号传输系统的全套电子仪器
,
测量的磁场精

度为 !。一
,

高斯
,
相当于地磁场强度的十亿分之一

。

六
、

我国制成第一只聚乙炔塑料二极管

一
、

李新洲等证明爱因斯坦四维时空观

由华东化工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李新洲教授

领导的 ∀ 名青年科技人员
,

攻克由著名物理学家爱因

斯坦提出而困扰世界物理学界达 劝 多年的四维 时 空

观难题
�

经过繁复
、

深奥的演算
,

终于证明宇宙可测性

的几率几乎接近于 !
一

,

大于或小于四维的几串则 等于

零
�

因而
,
人们所观察到的宇宙必定是四维的

�

他们

还改进了宇宙弦欠缺角的计算
,

得到了非拓扑费米子

弦的存在性的证明
�

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

浙江大学开展了聚乙

炔膜的合成与离子注入改性的研 究
,
采 用 # ∃∃

% %& ∃&
&

提出的硅油法合成聚乙炔
,

表观密度为 ∋
�

, ( )
∗ + , ,

厚

度为 ,∋ ”。 ,

电导率为 !。一、
· ∗ + 一‘

�

并运用化学掺

杂
、

− 十 离子注入法
,

使聚乙炔基体与表面注入区之间

的界面上形成 .一
&
结

,

具有检波特性
�

当偏压为 / 0

时
,

电流密度可达 ! ∋∋ 一 1 ∋∋ 2 3 4
∗

耐
,

正向与反向电流

比为 !∋ ∋一 , ∋∋
�

此项成果已于去年 !! 月通过鉴定
。

经过上述两个单位合作
,

我国终于制成第一只聚乙炔

塑料二极管
。

二
、

55 。 晶体米参且振荡器研究取得国际上
、 、谈佳客验结果

据 !6 6∋ 年第二期《物理所简报咐民道
,

中科院物理

所与中科院物构所合作 , 开展的偏硼酸钡晶休光参量

振荡效应研究
, 、在可见与近红外波段成功地实现了可

调谐激光输出
,

其中兰光波段 78 6。”+ 9 运转的单脉冲

输出能盆/ :毫焦耳
,

平均功率输出 /: 。毫瓦
,

信号波能

量转换效率 /; <
,

量子转换效率高达 88 <
,

该指标与

国外相比提高近一倍
�

三
、

= 5> 单晶光纤用于倍频实验获得成功
,

�

清华大学
、

国家建材局人工晶体研究所 在 =5 2

7三硼酸钾9晶体光纤的研究中
,
生长出 =5 > 单晶光

纤
,

成功用于倍频实验
,

得到了倍频光输出
�

= 5 2 晶

体是我国首先发现并成功研制的非线性光学晶体
,

它

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
目前已进人实用化阶段

�

四
、

磷化稼外菇材料指标达到引进水平

浙江大学用自制的 巾朽“+ 磷化稼外延片
,

做成

的 比? 芯片的主要参数弓超过国家
‘

七%
,

攻关指标
,

七
、

中科院声场与声信息国家睡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我国第一个面向国内外声学科学研究实体—
中

科院声场与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今年 ; 月 ;∋ 日

通过验收
�

它以声探测和识别的理论及方法为重点研

究方向
,
由信号处理中心和空气声场模拟

、

超声
、

语言

声学
、

水声声场模拟等实验室组成
,

它们之间用计算机

联网
,

共享信号处理中心的资源
,
可满足对声场和声信

息源进行综合处理的研究
�

八
、

成都科大初次证明苟漪泉室温核聚变新理论

成都科技大学教授苟清泉从原子分子和晶体物理

出发
,

于去年 , 月 8 日对室温核聚变提出一种新的理

论解释 � 当重氢原子被把吸收而进人晶格的八面体间

隙位置时
,

就要受周围六个把原子实吸引
,

使其价电子

的电子云球扩展成一个大球
,

从而使重核与价电子结

合变弱
,

行动比较自由
�

由于重氢核沉淀在电子云中
,

大大屏蔽了相邻两个重氢核间库仑排斥作用
,
因而两

个重氢核靠近
、

碰撞
,

从而产生核聚变
,

而不需要很高

的温度
�

在他的带领下
,

科技人员经深入研究
,

现已直

接测到新理论所预言的核聚变产物
‘
≅ 。 ,

同时观察到

明显的热效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