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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与盖拉赫：

一只劣质卷烟是如何帮助重新规划原子物理的!

!"#$%&’() *"%#+"%,-. . /0+’#1 2#"&,-3(,-. 著

曹则贤! 译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

提! 要! ! 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的故事揭示了坚韧的品格、意外与运气有时候是如何以碰巧正确的方式组合的&

!! 本文原载于 ’()*+,* -./0)，12,23425 6##7，美国物理学会授权

翻译转载& 8 92:5+;<2/ =+<( :253+**+.; >5.3 ’()*+,* -./0)，12,23?

425 6##7，@.:)5+A(< 6##7，B325+,0; C;*<+<D<2 .> ’()*+,*& 8

"）! E0,F <. <(2 >D<D52，由 9.425< G232,F+* "H$I 年制作的关于时间

机器的科幻题材电影———译者注

! ! 斯特恩 % 盖拉赫于 "H66 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进

行的关于空间量子化的演示是量子物理传奇时代最

杰出的经典实验之一& 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实验能像

它那样因其概念的优雅简洁而经常被引用，并且从

该实验还派生出了关于量子科学全新的知识景观与

大量的实际应用& 然而，即便是在原子物理学家的

圈子里，今天也很少有人知晓有关该实验的历史趣

闻，这些趣闻添加了故事的戏剧性色彩，使得相关

的教训或教益更显凝重& 故事里值得提及的有一副

温暖的床铺，一只劣质卷烟，一封及时的明信片，

一场铁路大罢工，还有给予了斯特恩（J<25;）和盖

拉赫（K25L0,(）慷慨回报的大自然的神秘小把戏&
斯特恩和盖拉赫利用磁场分裂银原子束的成功震惊

了、鼓舞了也困惑了量子理论的先驱者们，其中几位

曾认为观测空间量子化的企图是幼稚的、愚蠢的&
从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以及利用空间量子化分

离量子态的这一关键概念衍生出来的物理研究是花

样繁多的，包括核磁共振、光学抽运、激光、原子钟，

比较直接的发现有兰姆移动和触发了量子电动力学

研究的电子磁矩的反常增量，等等& 探测原子核、蛋

白质乃至星系，为身体和大脑造影，读取 @1 中的

数据，扫描杂货店里的条形码或者人类基因里的碱

基对，这些活动所用的工具都是基于空间量子化了

的量子态之间的跃迁&
最近，法兰克福大学以斯特恩 % 盖拉赫命名了

一个实验物理中心（ 图 "）& 借着参加庆典的机会，

我们重新编排了一下一只劣质卷烟的故事，这是斯

特恩 M# 年前亲口告诉笔者之一（N25*,(40,(）的&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两人先前的足迹以及促成两

人合作的当时物理学的困境& 我们还将描述斯特恩

图 "

% 盖拉赫实验在电子自旋被发现前后的荣辱变迁，

同时报道烟雾是如何引导我们制作“ 回到未来”"）

式沉积物探测器的［"］& 受法兰克福大学的纪念匾额

上把他们分别放在分子束分裂实验示意图两侧的启

发，我们也提请读者思考一下这两位杰出科学家后

来的人生轨迹———因为希特勒上台，两位走向了不

同的人生道路&

从苏打水到原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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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特恩 ’(’# 年获得 )*+,-./’）大学物理化学博

士学位0 其博士论文是关于高浓度二氧化碳在各种

溶剂中———也就是广义的苏打水———的渗透压方面

的研究0 他自豪的父母支持他到任何他喜欢的地方

去从事博士后研究0 在一种冒险精神驱动下，他成

了那时在布拉格的爱因斯坦（123,4+23）的第一个学

生，他们通常都是在一个暗娼窑子隔壁的咖啡馆里

讨论问题［#］0 爱因斯坦不久到苏黎世任职，斯特恩

也随行到了那里，担任物理化学的私立讲师#）0
受爱因斯坦的熏陶，斯特恩对光量子、原子、磁

学和统计物理产生了兴趣0 但是，玻尔的异乎寻常

的原子模型让斯特恩大为吃惊0 在该模型 ’(’" 年

提出后不久，斯特恩和他的同事冯 · 劳厄"）（ 563
7./+）曾誓言“如果玻尔的扯淡最后被证明为正确

的话，我们这辈子就不做物理”［"］0 ’(’% 年 爱因斯

坦移居柏林，斯特恩改到法兰克福大学任理论物理

私立讲师0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0 但即使是

身在军中服役，斯特恩依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工

作，包括一项不成功但却是开创性的实验，即通过

扩散分离质量数为 # 的氢同位素0

’）! 现属波兰，波兰语名为 8*69-.:———译者注

#）! ;*25.4<6=+34，德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后有资格申请教授但尚无

教席的人担任此职0 过去担任此职的人可以从听课学生的人头

费获得一定补贴，故名0 现仍有此职称，由获得博士学位后，并

获得专门资格（>.?2-.4263，一般需做两年的专门研究并通过审

查）的人担任0 资历、位置和学术成就比我国一般意义上的教授

要高0 旧译无俸讲师，但如今情形并非如此0 ———译者注

"）! 一般中文物理文献中误译成劳厄，但按理应将姓的贵族标识

“563”一同译出，如计算机科学的先驱冯·诺伊曼0 ———译者注

战后，斯特恩回到了法兰克福，担任理论物理

研究所玻恩（)6*3）教授的助手，在那里开始了他

的漫长的分子束研究历程（图 #）0 此前他已了解到

法国人丢努瓦耶（@/36A+*）在 ’(’’ 年成功地通过

向真空中喷流的方式获得了钠“分子射线”0 斯特恩

完全被这个实验的“简洁与直观”所倾倒，他意识到

这“能够使我们用宏观工具测量中性的原子或分子

束⋯⋯ 从而在证明和演示理论的基本假设方面具

有特别重要的价值”［%］0

图 #

玻恩强烈鼓励斯特恩从事分子束实验0 实际

上，玻恩自己和学生鲍曼（)6*B.3）’(’( 年还测量

过银原子束在空气中的平均自由程0 见于 ’(#$ 年报

道的斯特恩的第一个分子束实验是受动力学理论的

启发，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测定了银原子的热力

学平均速度0 他把原子束源安置在一个转动的平台

上，平台的切向速度只有 ’CB D ,，则原子束产生一

个依赖于速度分布的法向的位移，该位移可由银的

镀层表现出来0 比较正反向转动引起的银镀层的移

动，斯 特 恩 算 得 银 原 子 的 速 度 在 ’$$$E 时 约 为

FF$B D ,0 其后不久，斯特恩设计了与此可类比的斯

特恩 G 盖拉赫实验来验证玻尔的原子模型：磁场的

梯度会使带有行星似的绕磁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着的电子的原子向相反的方向偏转0

从热辐射到磁偏转

盖拉赫 ’(’# 年于图宾根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

学位0 他的研究对象是黑体辐射和光电效应0 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盖拉赫和维恩（82+3）一起发展

无线电报技术0 在工业界呆了一段时间后，盖拉赫

于 ’(#$ 年在法兰克福的实验物理研究所谋到了一

个助手的位置，该所紧挨着玻恩的理论物理所0
盖拉赫（图 "）对分子束的兴趣可追溯到 ’(’#

年0 丢努瓦耶成功地观察到钠分子束的荧光给盖拉

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0 盖拉赫试图观察其他金属束

流的荧光，但都没有成功0 在法兰克福，盖拉赫尝试

研究铋原子是否也像铋晶体那样表现出强的抗磁

性0 他计划用强的非均匀场实现铋原子束的偏转0 为

了设计出拥有足够实用梯度的磁场，他尝试了多种

可能的磁铁几何构型0 玻恩很怀疑磁偏转实验值得

做0 盖拉赫的回答是引用一句名言，后来人们发现

这句话用在斯特恩 G 盖拉赫实验上也特别贴切，那

就是“ 没 有 哪 个 实 验 会 愚 蠢 到 不 值 得 一 试 的 地

步”［C］0

空间量子化的困惑

’(#’ 年，最高深的量子理论依然是 ’(’F 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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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索末菲（"#$$%&’%()）和德拜（*%+,%）独立应用到

氢原子上的玻尔（-#.&）模型/ 他们提出的量子化条

件意味着玻尔的行星似的电子轨道在外场中只能取

一些不连续的取向/ 令他们失望的是，即便借助空

间量子化的概念也不能解释烦人的“ 反常”塞曼

（0%%$12）效应，即磁场中谱线的复杂分裂花样/ 尽

管“正常”塞曼效应（比“反常”塞曼效应还少见）

和空间量子化吻合，但用洛伦兹（3#&%245）6789 年

提出的经典模型一样能解释得通/ 这给原子物理学

家造成了困惑和忧虑/ 泡利（:1;(<）这样描述：反常

型（效应）太难理解了，因为不管经典理论还是量

子理论关于电子的假设都总是得出同样的三重谱线

分裂的结论⋯⋯有个同事看我在哥本哈根美丽的大

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对我 说，“ 你 好 像 不 大 高

兴，”对此我厉声回答，“正在考虑反常塞曼效应的

人能高兴起来吗？”［=］

泡利，还 有 斯 特 恩，一 直 试 图 改 进 由 外 斯

（>%<??）于 686! 年提出的铁磁理论/ 那个今天依然

应用的理论想象金属中有磁畴结构/ 可是，这意味

着完全磁化的铁样品中的原子的平均磁矩不足玻尔

磁子———即电子的磁矩 !- ! "" # @$% ———的五分之

一/ 为了解释这个差别，泡利想到了空间量子化/ 泡

利 68@A 年在做投影量子数的几何平均时得出结论，

原子总的平均磁矩确实应小于玻尔磁子/ 但泡利的

基本模型只考虑了轨道磁矩，因此是错的；自旋，

68@A 年那会儿还没被发现，在铁磁和反常塞曼效应

中都扮演主要角色/ 但是，泡利求助于原子磁体的

空间量子化的想法对他的同事们，包括斯特恩，却

大有启发/
对斯特恩来说，导致斯特恩 B 盖拉赫实验的最

直接的刺激是玻尔模型中空间量子化的一个尚未观

察到的性质/ 玻尔模型要求氢原子气体应该是双折

射的，因为电子在垂直于场方向的平面内转动/ 据

斯特恩回忆，双折射问题是在一次研讨会上提起

的/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挺早，但那天实在太冷，所

以他就“躺在床上思考，有了做个实验的想法/ ”［9］

他认识到，根据玻尔模型空间量子化应该只是

两重的，因为轨道角动量的投影被限定为 C "（尽管

玻尔和其他人一样对他的模型剔除了零值感到不自

在）/ 这个两重的特征使得利用原子束的磁偏转验

证空间量子化成为可能/ 尽管原子束的速度分布会

使条纹模糊，但在足够大的磁场梯度下，两个取向

相反分量的劈裂会大于原子束的宽度/ 与此相对

照，经典力学预言原子磁体虽然会在磁场中进动，

但仍然保持随机取向，因此磁偏转会导致束的加宽

（但不会劈裂）/ 因此，斯特恩认为他的预想中的实

验“如果成功的话，（将）毫不置疑地在量子理论和

经典观点之间作出抉择/ ”［7］

从思考到酬报

在暖被窝里酝酿了他的好主意后，斯特恩急忙

来到玻恩那里，但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玻恩在其

自转里写到：“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认真考虑那个

主意/ 我始终认为（空间）量子化只是一种对你根本

不明白的某个事物的形式表达/ 但要像斯特恩那样

逐字逐句地琢磨，这可是他的主意⋯⋯ 我试图说

服斯特恩那里面（ 指空间量子化）没什么意义，但

他告诉我说值得一试/ ”［8］

很幸运的是，斯特恩发现盖拉赫急切想加入他

的行动———盖拉赫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空间量子

化［6A］/
尽管斯特恩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可行性计算，实

验还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在最终定型的设

备中，一束银原子束（由在炉子中加热到 6AAAD 得

到的 金 属 蒸 汽 通 过 喷 流 过 程 形 成 的 ） 用 两 个

AE A!$$ 宽的狭缝准直后导入 !/ FG$ 长的偏转磁场

内，磁场强度约为 A/ 6 H，梯度为 6A H I G$/ 所实现

的银原子束的劈裂仅为 A/ @$$/ 相应的，准直狭缝

或磁铁多于 A/ A6$$ 的偏差都可能使实验的努力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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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东流’ 设备的使用寿命只有几个小时’ 所以，最

后收集板上得到的银的镀层非常薄，肉眼根本看不

见’ 斯特恩这样描述早先的一段插曲：给真空系统

充气后，盖拉赫卸掉了用于收集银原子束的法兰’
但是，他连一点银镀层的痕迹都看不到，就把法兰

递给了我’ 我凑近法兰仔细观察，盖拉赫就站在我

身后，奇怪的是束斑的痕迹渐渐显现出来⋯⋯ 后

来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那时相当于一个助教，

收入不多，抽不起好烟，净抽劣质烟卷’ 劣质烟含

硫，我呼出的气息慢慢地把收集板上的银变成了黑

色的硫化银，所以就可见了’ 这就像是冲洗相片’［(］

那段插曲过后，斯特恩 ) 盖拉赫改用冲洗相片

的工艺，尽管两人继续在实验室里喷云吐雾’ 意想

不到的困难仍是不断出现，几个月的努力无收获，

斯特恩关于空间量子化的态度也在摈弃和坚信之间

摇摆’ 盖拉赫还不得不面对许多持怀疑态度的同事，

其中包括德拜’ 德拜说“ 你肯定不相信原子的（ 空

间）取向是物理实在；那只是电子的时刻表’ ”［*$］

另一个障碍是那时开始困扰德国的财政紧张’
玻恩不停地筹集资金支持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 他

利用当时人们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兴趣在“大学

最大的讲堂里开设讲座⋯⋯收入场费的⋯⋯这样筹

集的钱让我们支撑了好几个月，但随着通货膨胀越

来越严重⋯⋯ 必须找到其他财源’ ”［&］玻恩以“ 开

玩笑”的口吻向他的一个动身到纽约旅行的朋友提

到了他的窘境’ 难以置信的是，几个星期后他收到

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可以给古德曼（+,,-./0）写

信，告知人家他的地址’ 玻恩后来回忆：

“起初我觉得这是另一个玩笑，但细想想我觉

得应该试一试⋯⋯一封措辞恭敬的信发了出去，不

久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和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

⋯⋯古德曼的支票挽救了我们的实验，实验进行得

非常 顺 利’ ”［1］古 德 曼，+,2-./0 3/456 投 资 行 和

7,,28,9:5 ;, 商行的创始人，祖籍法兰克福’
与此同时，斯特恩当上了罗斯托克大学的理论

物理教授’ *1## 年初，他和盖拉赫约定在哥廷根会

面，评估当时（ 实验）的形势并决定放弃’ 可是，一

场铁路罢工拖延了盖拉赫回法兰克福的行程，他又

有了一整天来检查所有的实验细节’ 他决定继续下

去，改进装置后，不久就清楚地观察到原子束分裂

成两束’［<］盖拉赫给斯特恩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

“玻尔是对的’ ”斯特恩回忆说他当时的惊讶和激动

是无法形容的’ 盖拉赫也给玻尔发了一封印有原子

束分裂照片和贺词的明信片（图 %）’

图 %

通过改进实验和仔细分析，斯特恩和盖拉赫甚

至能够确定银原子的磁矩正是一个玻尔磁子，误差

为 *$= ’ 这一对空间量子化的直观演示迅速被接受

为量子理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但是，这一发现却

是一把双刃剑’ 爱因斯坦和爱伦菲斯特以及其他人

努力想弄明白原子磁体是如何在外场中采取一定的

预置的取向的’ 因为原子和外场的相互作用能是取

向的函数，束流中的原子低密度不足以引起能量交

换，则依随机取向进入磁场的原子是如何发生分裂

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类似的，磁双折射的缺失变

成了一个更加难解的谜’ 盖拉赫 *1## 年到罗斯托克

后，曾在钠蒸气里观察磁双折射，和其他人一样，

他的努力全白费了’［<］

这些难题，还有其他的比如反常塞曼效应之类

的难题，要等到多年后量子力学发展到加进了电子

自旋理论才得以解决’ 量子力学的发展让玻尔模型

显得过时但却增加了空间量子化的内涵和重要性’
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与旧理论的皆大欢喜的相符不

过是个幸运的巧合’ 银原子的轨道角动量实际上是

零，而不是玻尔模型所假定的 !，其磁矩源自大小

为 ! > # 的电子自旋角动量，因此在磁场中分裂成两

束’ 因为其托马斯（?5,./6）因子是 #（ 这一点是

*1#@ 年才弄清楚的），所以银原子的磁矩大约是一

个玻尔磁子’ 大自然就是这样表演了一出造化弄人

的把戏’
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历史之谜尚未揭开’ 考虑到

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 *1## 年引起的广泛兴趣，则

在自旋理论 *1#< 年被提出后应该很快会用自旋的

概念重新加以解释’ 实际情形是，直到 *1#( 年弗莱

塞（A9/6B9）发现银、氢和钠原子的轨道角动量为零，

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才被归因于自旋［*#］’ 现今的课

本都说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验证了电子自旋，但却

未指出两位勇敢的科学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发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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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旋!

再来根烟

已故的埃德温·兰德（"#$%& ’(&#）多年前听

到这个烟卷的故事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因此，为了

)**) 年法兰克福的庆典，我们决定再现 +* 年前历

史的一幕! 当初的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收集板上

的银镀层大约只有一个单层（ 约 -*-. 原子 / 00) ）!
通过在真空中加热银丝，我们在三个载玻片上镀了

差不多一个单层的银! 我们俩，一个扮演盖拉赫的

角色，忙着向真空室充干燥氮气，取出载玻片，给

镀层加上磁极形状的掩模；另一个叼根烟卷，喷云

吐雾! 一个载玻片直接对着含硫的呼气，另一个在

烟雾中，第三个放在几米远的地方! 我们观察掩模

覆盖和未覆盖部分之间的对比（图 1）!

图 1

正像兰德怀疑的那样，仅仅含硫的呼气并没有

什么明显的效果! 但暴露在烟雾中的镀层很快变黑，

根据烟雾的浓淡所需时间为几秒到几分钟不等! 我

们猜想斯特恩当时手里确实夹着冒烟的卷烟，而盖

拉赫忙着向真空室放气，取样，手里可就没烟了!
是烟雾而非呼气起作用的事实，过去 2* 年里一直

未在故事中提及!［3］

重现当年的情形鼓舞我们把银镀到硅片上做分

子束探测器用（ 还需要装备了 445 相机的光学显

微镜读取图像）! 在和汉城大学的郑斗洙（566 766
489&:）教授和哈佛大学研究生史斯（78;<8）共同

完成的实验中，我们发现这个简单的装置只需一个

单层的沉积量就能探测分子束的存在，空间分辨率

为几个微米! 该探测器并不局限于硫化物，像溴化

氢或别的能和银反应的卤化物都能够探测!

呛人烟雾中的遗产

-=)) 年底，斯特恩成了汉堡大学的物理化学教

授，在那里，他开展了雄心勃勃的发展分子束方法

的研 究 项 目，包 括 验 证 量 子 力 学 的 许 多 基 本 问

题［+，->］! 他最辉煌的成就是在 -=>> 年与埃思特曼

（"?<;@0(&）和弗里希（A@%?B8）一起发现了中子和氘

的反常磁矩! 这项对核物理影响深远的发现震惊了

理论物理学家，它表明质子和中子不是基本粒子，

而是有内在结构的! 因为核磁矩比电子磁矩小约

-*** 倍，实验也就比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难度大得

多! 此外，据埃思特曼记述，实验是在“纳粹悬在我

们头顶的剑锋下”进行的［1］! 斯特恩和他的同事们

不久就得流亡他乡；斯特恩去了美国，但从此再未

能平静地投入物理研究! 他在汉堡的工作交给对分

子束充满热情的博士后拉比（C(D%）［-2，-1］!
因为斯特恩 , 盖拉赫实验而声名鹊起的盖拉赫

以后又做了一些富有开创性的研究! 可他在研究了

铋和其他几种金属的磁偏转后，转而做了一系列实

验解释辐射计量效应! 早在 -=)> 年，他和他的学生

戈尔森（E6F?;&）第一个精确测量了辐射压强! 他们

的结果与经典理论吻合，即辐射压强与波长无关，

同光的强度成正比! 再后来，他的研究涉及化学分

析、铁磁和材料科学! -=)1 年盖拉赫回到图宾根，接

替他的导师帕邢（G(?B8;&）的职位做实验物理教

授! 四年后，盖拉赫到慕尼黑接替维恩教授的教席，

直到 -=13 年退休!
第三帝国时期，盖拉赫坚决反对针对爱因斯坦

和“犹太科学”的狂热攻击! 他从未加入国社党，但

-=22 年他却是德国核研究项目的领导，是战后被盟

军拘捕的十位德国重量级科学家之一! 当听到广岛

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时，盖拉赫“的表现像个被击

溃的将军，神经受到强烈的震撼”，同事们甚至担

心他会自杀［-.］! 后来，他对战后德国科学的重建作

出了重大贡献，并致力于限制核武运动!
斯特恩 -=>= 年加入美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是美国战争部的顾问! -=21 年他退休后定居加

州伯克利! 他经常到欧洲旅行，但“绝不踏足德国，

拒 绝 去 领 他 的 退 休 金，以 此 表 示 对 纳 粹 的 厌

恶! ”［--］他和一些在德国的朋友仍然保持联系，在

战后那段恶梦般的岁月里时常寄些包裹慰问他们!
斯特恩和盖拉赫分手后只重逢过一次———)*

世纪 .* 年代早期在苏黎世! 多年后在给斯特恩的悼

词中，盖拉赫写到“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他的坦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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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和忠厚品格所倾倒⋯⋯当他离开法兰克福的时

候，我送给他一个印有铭文的烟灰缸，纪念我们为

了观察到空间量子化而苦苦挣扎的那几个月的时

光’ 这个烟灰缸一直陪伴他到伯克利，但我们的实

验设备，记录本和结果的原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烧毁了’ ”［($］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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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学会通讯·

第八届全国 c 射线衍射学术会议简讯

由中国物理学会 c 射线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晶体学会粉末衍射专业委员会主办，广西大学承办的“第八届全国 c 射线衍射

学术会议”于 #$$" 年 ($ 月 #N 日至 (( 月 R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
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公司 %$ 多个单位，(%$ 多人参加了会议，c 射线领域著名专家梁敬魁院士给大会发

来了贺信，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麦振洪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回顾了 (N(# 年劳厄发现 c 射线晶体衍射和

(N(" 年布拉格建立 c 射线衍射布拉格方程的历史及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深远意义；回顾了我国 c 射线衍射理论和技术发展

历程’ 指出，这次会议的主题一是纪念晶体 c 射线衍射发现 N$ 周年，学习老一辈科学家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

学精神和谦逊无私的品德；二是展示第七届全国 c 射线衍射学术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交流经验’
本次会议包括：粉末衍射结构分析、薄膜与界面、粉末衍射数据库与软件、新方法与新技术、中子衍射以及 c 射线衍射在

工业中应用等领域，共有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分别在大会或分会做了报告，展示了第七届全国 c 射线学术会议以来 c 射线衍射

技术、理论以及在材料、医学、生物等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会议期间国际衍射数据中心（ 365/+6953*69. 2/65/+ ,*+ 03,,+9253*6 0959，简称 V\FF）举办了研讨会’ V\FF 的“XF)”数据库负责

人 )96: .36: I//079? 博士和《X*J0/+ F3,,+9253*6》杂志主编 E’ D-96: 博士参加了研讨会，并介绍了“XF)”数据库的最新发展’
中国学者也报告了多年来在 c 射线粉末衍射数据库等方面的工作体会，与会代表表现出极大兴趣’

会议期间 V\FF 中国委员会召开了 V\FF 中国委员会议，会上与 )96: .36: I//079? 博士和 E’ D-96: 博士讨论了 V\FF 与

中国学者进一步合作的有关内容，并准备将本届会议的部分优秀论文在《X*J0/+ F3,,+9253*6》杂志上专集发表’
会议期间，中国物理学会 c 射线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晶体学会粉末衍射委员会召开了专业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专业委员会的工

作’ 根据中国科协有关章程和专业委员会的工作需要对两个专业委员会委员作了调整，产生了新一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经过充分酝酿，中国晶体学会学术会议拟定于 #$$% 年召开，由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承办’ 第九届 c 射线衍射学术会议拟定

于 #$$Q 年召开，由浙江大学承办’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麦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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