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苑快讯 � � 纳米技术测定电子密度
及其能量新方法

据�物理学成就 杂志报
道,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科学家

利用现代纳米技术研制成一种测定电子密度及其能

量的新方法。

众所周知, 碳纳米管由于其极细微的尺寸而具

有明显的量子性能, 尤其是量子力学计算机表明, 纳

米管中的电子波函数应该是两个相近波长振动的叠

加,并且更复杂波型的叠加会引起电子密度分布的

空间变动。如果每个振动的波长大致等于相邻碳原

子之间的距离, 则电子密度分布的空间变动范围会

立刻包围几个原子,荷兰科学家借助于改进的扫描

隧道显微镜成功地发现了这一效应。

荷兰科学家在实验中不仅测量了在显微镜探针

移动时隧道电流的变化, 而且还测量了这隧道电流

与探针在每一位置上电压的关系。

(周道其译自俄�机器人技术与工程控制论 2002�2�28)

美英科学家提出!循环宇宙∀模型

据新一期德国�科学画报 杂志报道, 科学家最

近提出了循环宇宙模型。该理论认为, 宇宙将永远

不会结束, 而是处于从生长到消亡的循环过程中。

大爆炸既不是宇宙的起点也非终点,而只是宇宙不

同阶段的!过渡∀。

现有基本理论认为, 大爆炸是宇宙的开端,但对

于宇宙的最终结局并无定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

天文学教授保罗#斯坦哈特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
尔#图罗克共同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指出, 宇宙是

处于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如今的宇宙是在上个宇宙

的尘埃中诞生。!大爆炸并非空间和时间的起点, 而

只是宇宙的两个不同阶段中间的过渡。∀

科学家介绍说,他们的这一新理论的框架来自

于弦论。弦论的基本内容是, 宇宙物质已知是由各

种极小粒子组成,但因为人类受到物理实验精度的

限制, 实际上并无法测定出这些粒子是否真的是无

限小的点。科学家假设这些粒子是极小的弦 (曲

线) , 然后据此描述基本物理定律。弦论能解释其他

基本理论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 被认为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此外,还有理论认为,人类所在的宇宙之

外还有另外一个无限大的平行宇宙。这两个宇宙在

多重维度(我们所处的空间只有四个维度)中互相区

分开来。

两位科学家根据上述现有理论计算出, 在这两

个宇宙之间有一个力场, 可以将两个宇宙呈周期性

地互相吸引、尔后又再排斥开来,如同人们鼓掌时两

只手的动作一般。新理论认为, 当两个宇宙互相碰

撞的时候,第五维度暂时消失,这时就会发生一次大

爆炸。新的物质世界在原有消散的物质尘埃中被重

新!创造∀出来。
于 1968年最早提出弦论的意大利科学家加布

里埃莱#韦内齐亚诺对新理论表示接受,认为该理论

将使人们认识到!大爆炸只是某些事件的果,并非所

有事件的因∀。
中美科学家大规模合作的一项研究

据科技日报报道 � 4月 18日, 由我国科学家独

立研制的高时间分辨新型探测器 MRPC(多气隙电

阻板室) ,首次安装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

RHIC�STAR(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上运行, 从而把

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RHIC是国际上唯

一正在运行能量最高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是产

生高温高密核物质形态的理想场所, 被人们称做研

究宇宙演化和新物质形态的人工实验室。2000年

初,国家自然基金委有关人员参观布鲁克海文实验

室时,了解到 RHIC�STAR探测器要升级改造, 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是增加飞行时间谱仪( TOF)系统, 以

增加粒子鉴别能力。美方提出希望中国参加飞行时

间谱仪的设计改造。

为了争取该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立项, 以中国科

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为主并与国内有关单位协作, 申

请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资助的MRPC探

测器的研制工作。从 2000年 5月开始,仅用一年半

的时间, 中国科大项目课题组就成功地研制出MRPC

探测器,并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实验束上进行测试,

得到时间分辨最好为60ps( 1ps= 10 ∃ 12s) ,完全达到

预期指标, 探测效率大于 99%。美方负责的另外

50%任务,成功率仅一半。

专家指出,中国参加! RHIC�STAR物理及其TOF

谱仪∀的国际合作研究,是我国核物理学界和美国的

第一个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将使中国科学家有机会

平等参与国际最前沿物理工作, 并在重大的科学发

现中占有正式的地位, 共享科学前沿成果,对我国核

物理学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卞吉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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