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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 ? 米宇宙线中反质子

成份的初步测最

袁余奎 霍安样 张长春 覃克宇 朱爱民

张人清 郭可尊 杨长友 李沁莲 范士合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Α

目前
,

在高能加速器达到的能量范围内关于反质子的产生截面与初能的关系
,

或者反

质子多重数和 犷 介子多重数之比 可Β 与初能的关系
,

都进行了一定的测量
Χ

我们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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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深度为 ! ??  Φ

Γ < Η

的海拔 > ? 米的高山上
,

利用大型

云室初步测量了动量为 ?一? / 96 Φ
。 的宇宙线 : 的流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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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反质子 : 强度与质子 : 强度比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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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个初步结果
,

可估算比现有加速器能量

更高的核作用产生的 :Φ广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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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为 ∀ 一! 计数管
,
它们和磁场

组成磁谱仪 . , 排和 − 排之间为磁

云室
,
平均磁场为 / 0 0 0 1 2 3 44 5 − 排

和 ( 排之间为多板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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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磁云室和多板云室

用大型磁云室866 测量粒子的动量并用数径迹水珠的

方法定粒子的速度
,

从而推算粒子质量
7

云室的恒温是

用 ( ( 9

—
: 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进行控制和调节的

7

大型多板云室;照明区大小为 < 00 = 6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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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厚度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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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 的铜板 66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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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板 < 块
,

共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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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核作用长度或 6% 个辐射长度
7

用多板云室作核作用粒

子选择器
,

同时把核作用图像记录下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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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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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管直径为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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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和 ,
、

− 之间的磁场组成磁谱仪
,

当各排放电计

数管的数目满足 汉 Δ 6 , , 一 6 , − Δ 6 和 ( 妻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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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排计数管中放电计数管的位置序号
7

这样主要选择

动量大于 60 ∀ ΗΙ ϑ− 和在多板室中产生了核作用的荷电强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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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测动量和游离测量精度

本文 6 Κ / Β 年 % 月 ) 日收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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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云室正常工作的热平衡状态下
,

在实验进行期间陆续拍摄了无磁场 拌子径迹的

照片
Χ

为了减少多次散射的影响
,

选择能量大于 / 9 Λ 的 产子
Χ

测量了 ! 条无场 产子径

迹
,

得到云室最大可测动量为 Μ? /掩Λ ΦΓ
Χ

测量了 条有磁场的 产子径迹
,

推算出最小游离水珠密度
。。 Ν > 颗 ΦΓ<

Χ

考虑了

所有误差之后
,

得到游离侧量的相对标准误差为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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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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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量 和 结 果

首先利用记录磁谱仪观测结果的纸带初选出负电荷粒子的照片
,

对其中 Δ 条动量
、

水珠都能测量的径迹
,

用 : Λ 一
Χ

一Δ ?? 大型投影仪 ≅精度 8刃逐一进行坐标测量和数水珠
Χ

在 Δ 条径迹中
,

经过测量有 Μ 条径迹从偏转方向可看出电荷应是正的
,

另外 > 条径迹的

动量大于最大可测动量
Χ

由其余 #Μ 条径迹测得的相对游离
,

从实验游离曲线 Ο> 上查出对

应的 夕 值
,

再用 Ε 一二计算出每个粒子的质量
Χ

#Μ 个粒子的平均动量为 / 96 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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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的实验结果见图
,

其中 , 个粒子的质量在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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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Φ沙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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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的曲线是

对于典型观侧值的置信密度分布 ΟΜΠ ,

其平均质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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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内的粒子作为反质子 :
,

其余认为是 广 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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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Μ 个负电荷强子质量分布

再由资料 〔 给出的 )一Φ )Υ Ν ?Χ ”
,

其中 )一 为负电荷强子流强
,

)Υ 是正电荷强子流强
,

得到
Κ

几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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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土 ?Χ ? ΔΧ

也就是说 Κ 在海拔 > ? 米高度做的这个实验给出宇宙线中反质子流强与质子流强比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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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显然是初步的
,

如进一步提高最大可测动量和游离精度
,

积累比较

多的数据
,

将会得到较精确的结果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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