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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是第 #�� 号元素
,

是美国 ∃
%

吉奥索等在

#& ∋( 年氢弹试验后的沉降物 中所发现的
%

为

纪念 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而得名 )∗+
%

费米对理论的物理和实验物理都做出了重要贡

献
,

尤其是他领导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可控链式

反应 堆
,

为原子能的利用做了开创性 的工作
%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 /∀ 在 &0 年

第 #( 期
“

纯粹与应用化学
”

杂志上正式公布了

九种超馈元素的名称与符号
%

它们分别是
1

为纪念瑞典化学家诺贝尔
,

将 #� ( 号元素

命名为 23 �错 ∀
,

他在现代炸药领域有多项发

明
,

闻名遐迩的诺贝尔奖金即源 自他的遗产和姓

名
%

元素错于 #& ∋ 4 年被首次合成
,

但发现者是

美国科学家还是苏联科学家 目前尚无定论
%

钢 系 元 素 的 最 后 一位 成 员 #� 号 元 素

5 6 �镑 ∀是 为纪念 回旋加速器 的创 始人 美国物

理 学家劳伦斯而得名
,

这种加速 器是合成新

元素最重要 的设施
%

美国科学家 ∃
%

吉奥索等

原子序数 名称 化学符号 拉丁希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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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年 用硼 �Ι ∀离子轰击钢靶 时发

现
%

ϑΚ �护∀是在 # & ! Λ 年由苏联弗廖罗夫

等 通 过
’Λ ,

九�
’(

晚
,

Λ 8 ∀’
! �

形 反 应 所 发

现
,

属周期表 中的 Μ Ι 族
%

为纪念英 国

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
,

将 #�Λ 号元素命名

为ϑΚ
%

他根据 = 粒子通过金箔时的散射

发现 了原 了核 的存在
,

并在核素衰变和

放射化学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
%

第 #� ∋ 号元素是苏联杜布纳联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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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素 的命名 历来是 个颇易 争执 的 问题
,

< ∋∃05 曾多次开会讨论并于 ; = > > 年 ? 月正式

提出以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命名原子

序数在 ;6 6 以上元 素的建议
:

如 � ≅8Α 表示 Β Χ

 8 Β在拉丁语中意为零
Χ
Δ(  ∀ 是希腊语 Ε 之意 Χ

8�Φ 是 拉 丁文 后 缀
,

表示 金 属元素
:

因此
,

;6 Ε 元 素 可 表 示 为 �  8Β Δ(
 ∀8 �Φ

Χ ; ;= 号 为

� � (  8 �Β 
,

而 ;6? 号元素为 � 9Γ 而%�Φ
:

为

方便记忆和纪念在新物质和元素发现过程 中做

出过卓越成就的人和单位起见
,

并考虑到习惯

上人们不愿使用枯燥的拉丁和希腊词头组合名

称
,

改为现在的名称和符号
:

第 ;6 ; 号元素 − Η ≅铂 Α名称是为纪念俄 国

化学家门捷列夫
,

他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化学

元素的周期律
:

;= Ε Ε 年美国吉奥索用 Ι 粒子轰

击 ϑ ,一4 Ε Κ ≅镶 Α
,

得到了 −击4 Ε Λ
:

子研究所的弗廖罗夫等 ;= Λ? 年用加速的氖离

子轰击媚 ≅0 Φ Α 时所合成
,

属 Μ ∗ 族元素
:

为纪

念前苏联杜布纳 ≅Ν沁! ΙΑ 研究所在新元素合成

工 作 中 的 出 色 贡 献 ≅第 ;6 Ο
、

;6 Ε
、

;6 Λ 和 ;6 >

号元素均是 由 )� !  Ι 的弗廖罗夫等人首次合

成 Α
,

将其命名为)!
: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

昌和周光召曾在杜布纳做研究工作
:

第 ;6 Λ 号元素是在 ;= >Ο 年用铭 ≅5ΠΑ 离子

轰击铅 ≅∃!Α 靶 时首次产生
,

属 Μ< ∗ 族
,

现命名

Ε =
,

用以纪念美 国核化学家西博格
:

他曾与他

人合作发现与合成多种元素和核素
,

创立了生

产原子弹怀材料 的化学流程
,

并根据重元素 的

电子结构模仿斓系元素提出钢系元素理论
,

使

周期表更加趋于完整
:

属于班 ∗ 族的第 ;6> 号元素在 ;=>Λ 年利用

福 ≅5 ΠΑ 离子与秘 ≅∗8 Α 靶作用合成所产生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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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度 表 与
邹来智 史延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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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家中的电度表是怎样工作的吗 Ν 要

了解这个问题
,

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下涡电流
%

当金属块处于变化的磁场中或相对磁场运

动时
,

由于电磁感应
,

会在金属内部产生感生电

流
,

并形成一圈圈的电流线
,

类似流体中的涡

旋
,

所以称涡电流
,

简称涡流
%

涡流的机械效应可产生电磁阻尼或用作电

磁驱动
%

电度表正是利用涡流的这一效应来工

作的
%

图 # 是常用的交流单相电度表的结构示意

电压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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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磁铁

零缸
二

电八
源吸产气 电流线圈

图
%

为了清楚起见
,

我们不妨将整个结构分为

三个部分
1

驱动部分
、

阻尼部分
、

计数部分
%

驱动部分是使电度表运转的动力装置
,

由

固定的 电压 线圈
,

电流线 圈和 可动 的铝盘组

成
%

电压线圈与负载并联
,

始终承受着全部的

电源电压 �通常为 ( ( ΟΠ 的交流 电压∀
%

由于电

压线 圈的匝数很多
,

导线很细
,

具有很大的阻

抗
,

近似于开路
,

因而尽管它始终是导通的
,

也

只消耗极少的电能
%

电流线圈与负载串联
,

通

过全部的负载电流
,

且只在 负载使用时才有电

流通过
%

Θ

其线 圈匝数很少
,

导线很粗
,

阻抗很

小
,

用 户使用负载时 电流 线圈本身的能耗极

少
%

铝盘可绕转轴转动
,

并通过蜗杆将转动传

给计数装置
%

下面看看铝盘是怎样在涡电流的驱动下转

动的
%

设电压线圈产生的磁通为必Φ, 某一时刻

它 自下而上穿过铝盘
,

量值在减少
%

在铝盘中

会感应出逆时针方 向的涡电流 9Φ
,

如图 ( 所示
%

若用户没有使用负载
,

电流线圈无电流
,

铝盘上

只有必
。

及 由它引起的涡流 9Φ, 此时铝盘是不转

纪念丹麦物理学家 2% 玻尔在原子结构理论和

互补原理方面的特殊贡献
,

赋各为 Ι∗ �2
%

玻尔

的儿子 ∃
%

玻尔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
。

在 #& 4 Λ 年和 #& 4( 年
,

前联邦德国达姆斯塔

特重离子研究所 Ρ 明岑贝格等人用加速的铁

�)Α ∀离子分别轰击铅和秘靶时合成了均属 珊 Ι

族的 #�4 号元素 ΣΧ 和 #� & 号元素Ε;
。

值得注意

的是先合成了 #�& 号元素
,

为纪念瑞典女科学家

5
%

迈特纳在放射性物质研究工作 中的杰出成

就
,

�尤其是发现铀核的裂变∀被命名为Ε5
发现与合成重元素通常使用中子辐照重元

素和利用加速的重离子轰击重元素靶两种方

法
%

由于重元素同位素的半衰期较短
,

以致大

多数在其继续俘获 中子之前就衰变掉了
,

即便

使用高通量反应堆也难 以为继
。

因此
,

目前所

合成的原子序数超过 #� � 的核素都是由加速的

重离子轰击重元素靶制成
,

这些核素都是放射

性 的
。

原来认为
,

原子序数更高的元素将变得

越来越不稳定
,

其合成工作会越困难
%

但在 !�

年代末
,

核物理学家们预言
,

第 # #Λ 号元素的同

位素 �质量数约为 ( & 4∀ 可能会特别稳定
,

并称

此 区域为稳定 岛
%

据报道
,

#& & ! 年 已 合成 了

# ## 和 # #( 号元素
,

相距理论预测的 # #Λ 号稳定

元素已不远
。

# #Λ 号元素的化学性质可能与铅

类似
。

天然放射性牡系 �Λ 8∀
、

铜系 �Λ 8 Τ  ∀ 和

铀系 �Λ
8 Τ (∀ 的最终产物都是稳定的铅 同位

素
。

# #Λ 号元素在这点上与铅是否也有某种相

似性 Ν

##卷+期 �总!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