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

们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普及   出版   信息公开   专题   访谈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 > 科技动态 > 国际动态

德测得迄今最精确电子质量

比目前采用的数据精确13倍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王小龙 发布时间：2014-02-21 【字号： 小  中  大 】 

正在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示意图） 

  德国科学家宣布对电子质量做出了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估算，精度比目前采用的数据提高了13倍。研究人员称，

该成果对基础物理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科学家探索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的工具。相关论文发表在19日出

版的《自然》杂志上。 

  电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之一，在原子中围绕原子核旋转，带负电，质量极小。1897年，英国剑桥大学卡文

迪许实验室的约瑟夫·汤姆逊在稀薄气体放电的实验中首次证明了电子的存在，并测定了电子的荷质比（带电体的

电荷量和质量的比值）。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2月20日（北京时间）报道，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核物理研究所的斯文·斯特姆和他的团队通过

使用一种名为“彭宁离子阱”的装置，测到电子的精确质量为0.000548579909067原子质量单位，比2006年国际科技

数据委员会采用的电子质量精确了13倍。 

  “彭宁离子阱”是一种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囚禁”少量带电原子或电子的电磁设备，借助它研究人员能够

对电子的性质进行空前精确的测量。原子质量单位是用来衡量原子或分子质量的基本单位，被定义为碳-12原子质量

的1/12。 

  斯特姆的团队将一个质量已知的参考离子与被其束缚的一个电子一起“关入”彭宁离子阱，通过测定两者的总

质量，得到了电子的质量。 

  研究人员称，这项成果将物理学的实验精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未来重大物理实验和标准模型的精准测

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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