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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索物质的基本构成及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一直是物理学研究的前沿。
物理学家利用离子或粒子加速器来产生一定能量的粒子束，并使粒子束和靶粒子碰撞，用各种粒子探
测器测量碰撞的反应产物。
各种反应产物可以是带电粒子，不带电的中性粒子以及电磁辐射的场量子。
如何精确地探测这些粒子的产额和分布是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探测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和发展，导致了物理学中许多的重大发现。
它不仅在粒子物理和核物理，而且在医学物理、天文物理、考古和地质勘探等学科有广泛的应用。
《粒子探测技术》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院物理类本科生专业基础选修课及核与粒子物理学科研究
生学位课程的教材。
本书主要介绍微观粒子和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粒子和辐射的探测原理，主要类型粒子探
测器的工作原理、构造、性能和应用。
附录中有辐射和辐射防护的基本知识和常用放射性核素的特性。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在实际应用中大量使用的是电子记录的探测仪器。
早期基于照相和显微扫描技术一些径迹探测器，如云雾室、气泡室，尽管它们在粒子物理发展中的一
些重大发现起了关键作用，但现在已很少应用。
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的实验规模和测量精度的要求，粒子和辐射探测在技术
和方法上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讲授“粒子探测技术”和“粒子物理实验方法”课程，并长期从事
在原子核和粒子物理实验研究及粒子和辐射探测器的研制和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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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粒子探测技术》是物理类本科生专业基础选修课及核与粒子物理学科研究生学位课程的教材，
主要介绍微观粒子和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粒子和辐射的探测原理，主要类型粒子探测器
的工作原理、构造、性能和应用，并在附录中介绍了辐射和辐射防护的基本知识及常用放射性核素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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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粒子简介科学家追求新发现、理解大自然的根本动力是好奇心，通过对自然的仔细思
考和实验而获得进步。
为了对实验进行分析，必须首先记录实验结果。
最简单的装置就是人类本身的感观器官，但对于现代科学，这种“自然”的探测器要么灵敏度不够，
要么适用范围不广。
以人眼为例，要产生视觉影像，需要至少20个光子，而一个光电倍增管可以容易地观测单个光子；人
眼观察的光谱集中在可见光区（400～800 nm），即动态范围只有两倍，而自然界的电磁波频率从市电
、广播到微波、红外辐射、可见光、紫外光、x射线和y射线，足足跨越了23个量级!由此可见，解决自
然界的问题，大都需要精确的测量仪器或探测器，才能够在各种动态范围获得确实的结果。
通过发展测量方法和探测器技术，人类强化和扩展了自身的感观能力。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采用新的、特定的探测器，而且通常不止一种测量。
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种多功能探测器能够同时测量所需的所有参数。
为了深入研究微观领域的科学规律，人们需要“放大”器。
放大的程度，或者说可观测到的微观尺度，由探测方法相应的波长决定，例如若使用可见光去探测，
精度约为0.5um。
当今粒子物理研究采用的“放大”器是各种加速器及其上的探测器。
由于微观粒子的波长和动量成反比（德布罗意关系），因而动量越高的粒子能够探测的结构越精细。
目前，人类可分辨的空间尺度可达1011 cm，比光学显微镜高了十万亿（1013）倍。
而在宇观领域，为了研究宇宙的结构，需要探测、记录的能量范围从约100 ueV（宇宙微波本底辐射水
平）直至1020 eV（高能宇宙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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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粒子探测技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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