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肠， 超 高 真 空 与 星 际 分 子

肠卜

在茫茫的宇宙空间中
，

气体分子的平均密度大约是 �个分子�厘米
�。

不少星际分子较为

密集的地方
，
分子密度大约为��一�护 个分子�厘米

�。

到 ����年 �月为止
，

由于射电天文学

的发展
，
己经发现了近 �� 种星际分子

。

星际分 子的发现是 �� 年代天文学的四大 重要进展之

一
。

星际分子的研究与超高真空
、

低温有了密切的联系
，
即形成了在低温条件下 去研究超高

真空的天文化学问题
。

力求探讨和摸索各种星际分子的形成机理以及相互间所可能发生的反

应
。

研究中子星和黑洞的形成等高能现象促进了
�
射线夭文学的发展

。

星际空间密 度 较 高

的区域有不少是由于超新星的爆发而产生的
。

这时
，
星际分子以氢分子为主

，
可 以形成氢分

子云
。

由于氢分子云的旋转有可能与分子云外的少数其它分子产生化合反应
，

机理研究与天

文观察已经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而有目的地找到了不少新的星际分子的谱线

。

这类谱线的寻

找是困难的
，
因为一个分子所发出的能量仅为 � � ��

一 �。
瓦左右

，

必须采用十分精密的夭文仪

器
。
目前已发现的星际分子有 �

、
�

、
�

、
� 形成的化合物离子

、

游 离 基 以 及 与 ��
、
�

、

��
、
��

、
��形成的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

。

超高真空下的天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各种星际分子的形成条件
、

反应规律 � 还要研究

一系列的离子分子反应
。

这类反应既与低温 �������有关
，
也与星际空问的引力有关

。

这类研究促进了天文化学与真空
、

低温
、

分子光学等领域的联系
。

人们希望将会有更多的星

际分子得到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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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广泛的铝防蚀镀层装置

美国麦克唐纳
·

道格拉斯公司研制成的铝防蚀镀层装置已受到人们的注目
。

这种装置是在真空室
，

加高压电的环境下
，
在氢气氛围中将气体铝蒸镀在金属部件 上

。

据试验
，
在钢铁零件上镀上 。 �

����。 �

��� 毫米厚的铝层
，

放在盐水里
，

结果该零 件 在 �千

小时之后才开始生锈
。

而镀锡的零件耐锈期只为三百至四百小时
，
镀铝层的另一个优点是无

污染物
，
而镀福则要引起

“

公害
” 。

这种装置能够处理大小形状不同的部件
，

并且对任何金属都能做镀层处理
。

除镀铝外
，

还能镀其他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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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低 温 敏 感 元 件

用 ���� 以下的极低温探讨比较在多大的温度下敏感元件的性能更好
，

对于极低温用 的

敏感元件来说
，

除精密度
、

灵敏度
、

测量范围
、

价格等之外
，

在交换时希望不要出现影响性

能的除平均值之外的零散数值及不受磁场的影响
。

首先采用锗阻抗的敏 感 元 件 在 ���� 以

下
，
灵敏度

、

再现性也好
，
因而作为二级标准使用

，
再就是有高可靠性及价格低

。

但是
，

在

元件的特性方面存在着平均值之外的零散数值或随着温度的变化阻抗值大幅度的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