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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两台德国 Elmitec公司的相关设备�一台是先进的
ACLEEM（球差校正低能量电子显微镜）�另一台是相
对小型且容易操作的 LEEM-IV�今年内都会按计划启
动．这样性能高低和操作难易的搭配�有利于科研展开
和普及�对国内表面科学和催化反应等领域的发展必
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同步辐射应用方面�中国科学院计划在上海
光源建设的紫外－软 X 射线束线�将提供光子能量
在20－2000eV�拥有圆偏光和线偏光�最大光量
1012photons／s的光源．将建设的两个实验站分别为
超高分辨率光电子角分辨能谱（ARPES）和光电子
显微镜（XPEEM）．该束线提供的光能量范围�涵盖
轻元素�比如 C�N�O 的 K 吸收端�3d过渡元素的 L
吸收端和4f 金属的 M 吸收端．利用 X 射线和
PEEM�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主要有：磁性记忆材料�
磁性薄膜�自旋电子器件�量子构造体�薄膜�催化反
应�固体表面和界面等．将来�利用同步辐射的脉冲
特性�可发展快时间分辨谱学技术�研究材料的电
子传递、能量转移、自旋翻转等动力学的理论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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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液体分子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这种动态平衡分子运动是自然界里多姿多彩生命现象的基础．没有这样的运动�盐就不能溶

在水里�没有这样的运动�核酸分子就不能解离和复制�生命自然就不复存在．那么�这些液体分子是怎么运动的？是否可以被直
接观测到？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二维红外技术来回答．图中峰的形成是由苯酚分子在苯和四氯化碳之间的跳动产生
的．可以形象地说�每一次分子运动便产生这么一张图．这张图随时间的变化就直接反映了分子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更详细的介
绍见本期评述“二维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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