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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世纪初以来
,

手性概念一直受到物理

学
、

化学和生物学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

并在化

学
、

物理光学
、

基本粒子物理乃至无线电工程等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
,

关于手性高分

子材料
、

手性 电磁材料 以及生命手性体的研究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

有关研究成果 的报道

逐年增加 此外
,

手性材料的应用研究正方兴

未艾
,

并迅速 向着相关学科渗透

一
、

手性材料研究历史

年
, 。 发现石英晶体旋转了平 面

极化 光 的极化 平 面
,

因而具 有 光 活 性

年
,

和 发现
,

这种光活性并非只局 限

于晶态固体中
,

在诸如松节油
、

酒石酸水溶液中

也同样存在手性现象 这些早期研究导致 了对

光 活性基本起 因问题 的探索 年
,

饭

通过假定手性分子引起介质的光活性解

决了手性成 因机制 这样
,

将几何学 引

人化学中
,

开创了今天的立体化学的光学分支

年和 年
,

用微波代替光波
、

用金属螺旋线代替手性分子
,

修正 了宏观手性

模型 几年后
,

这一模型又被 进一步

修正
,

从而形成了近代手性体的基本理论

年代
,

等人开展 了手性结构与微波相

互作用的研究 年代末
,

开展 了手

性高分子材料的研究 年代初以来
,

手性材

料对微波的吸收与反射特性开始受到科技界的

高度重视
,

并开始 了相关的应用研究
,

如新型微

波器件
、

隐身材料
、

微波透明天线罩等 进人

年代后
,

科学家们还将手性与生命起源相联系
,

即生命手性体在生存
、

复制
、

遗传等方面的生命

机制 问题 总之
,

手性材料及其特性 的研究 已

成为当代科技前沿课题

二
、

基本手性现象与手性概念

手性现象相 当普遍
,

它不仅存在于 自然界

中
,

而且也 出现在艺术作 品
、

建筑设计
、

生产与

生活之 中 例如
,

自然界 中的蜗牛
、

贝类动物

花
、

藤本植物 葡萄糖和水果糖分子 化学 中具

有螺旋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物和 分子 甚至

生命的起源也可能与手性结构有关 此外
,

手

性作为一个操作量
,

在生产螺丝
、

螺纹
、

弹簧和

高尔夫球杆等产品中也被广泛应用

所谓手性
,

是指一个物体与其镜像不存在

几何对称性
,

并且不能通过任何操作使物体与

其镜像相重合的特性 在实际应用 中
,

主要存

在两类手性体 本征手性体和结构手性体 本

征手性体是指物体本身的几何形状具有手性
,

如螺旋体
、

贝类和蜗牛壳体一类的物体 结构手

性是指各向异性的物体的不同部分与其他部分

形成了一定的角度关系
,

从而产生了手性行为
,

如云母板
、

双折射晶体以及人工制备的手性材

料等

三
、

手性材料的电磁特性研究动态

在手性材料中
,

传播的特征波是左右旋圆

极化波 早在 年
,

等人就研究 了

电磁波在 一般介质 与手性分界 面处 的电磁性

质
,

即反折射规律 年
,

等

人用矢量 电路理论分析了手性介质板 中电磁波

传播特性 年
,

等人 用

近似理论研究 了分层手性介质 中电磁波 的

反射和透射特性 年
,

等人采

用手性材料涂覆于金属基板和具有复杂结构的

曲面上
,

研究了相应的电磁波吸收特性
,

获得了

理想的吸波效果
,

他们的结果证实
,

采用手性材

料可 以 增强 阻抗 匹 配
、

展 宽吸收频带 同年
,

卜抽 等人研究 了具有手性材料涂覆

结构层 的天线
,

从理论上分析了其周 围的电磁

辐射特性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
,

通过选择手

性介质颗粒尺寸和材料参数
,

可以实现远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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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极化
,

使偶极辐射加强

上述研究向人们表明
,

手性材料是一种典

型的交叉极化介质
,

它们与普通介质的电磁性

质明显不 同 通过调整相应的手性参量
,

人们

可以方便地控制材料 的介 电参数和磁 导率
,

从

而实现材料对电磁波的响应

四
、

手性多普勒双频移

年代末
,

等人对手性材料

的多普勒效应进行了细致的考查 研究表明
,

当电磁波在手性材料 中传播时
,

存在两种频率

倾 向 一种是手性本征模
,

导致两种传播方 向

另一种是各 自的本征模
,

当存在相对运动时
,

电

磁波会在手性材料 中形成双频移
,

这种双频移

是相对运动速率的函数

五
、

手性生物体的研究动向

近两年的研究表明
,

手性 与生命起源 尚有

密切联系 为了保持生命有机体 的生存 与复

制
,

生物细胞必须建立在遗传物质右旋
、

氨基酸

左旋的基础之上
,

这是基本的手性构象 一种

观点认为只有理解了手性起源才能理解生命的

有机体是怎样形成 的
,

这种观点认为手性起源

先于生命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单一手性可能

是生命产物而不是生命的先驱 尽管人类在这

一 问题上观点 尚未统一
,

但重要 的是人们 已经

意识到手性 与生命起 源之 间存在
“

神秘
”

的关

系
,

准备做深人 的科学考证 相信科学家最终

会严肃地回答这一问题

户

一一硫 、

科苑快讯
戈月 月 内 ‘ , 认

高温超导机理研究

取得新突破

据 《科技 日报 》报道

德国马克斯
·

普朗克协会 日前宣布
,

该协会固

体研究所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合作进

行的中子散射实验
,

揭示了高温超导金属氧化

物电子 自旋对的特殊行为
,

在高温超导机理 的

研究中前进了一大步

迄今还没有一个得到科学界普遍认可的金

属氧化物高温超 导的理论 物理学家猜测
,

金

属氧化物的高温超导现象 中存在 电子 自旋对
,

但其机理与传统的金属超导理论不同

据马克斯
·

普朗克协会介绍
,

德国和美国

科学家利用法国萨克雷和格勒诺布尔的实验反

应堆
,

对高温超导金属氧化物进行了中子散射

探测 他们在实验 中发现
,

当秘惚钙铜氧化物

发生高温超导现象时
,

所有 的电子 自旋对突然

以同一状态运动 这一现象通常存在于磁性材

料中 因此
,

科学家猜测
,

磁场可能在高温超导

材料的电子 自旋对形成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

由

此可推导出一个描述高温超导的理论
,

并帮助

设计临界温度更高的高温超导材料

年增刊 《现代物理知识与教学现代化 》征稿启事

为了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

同时为了配合全国高等和专科院校理工科物理教学的现代化建设
,

本

刊曾于 年和 年出版了以
“

教学现代化
”

为中心 内容的两期增刊并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好评

值此世纪之交
,

不少人寄来书信和稿件
,

恳切希望本刊继续出版这样的增刊 因此
,

本刊准备在

年 月出版增刊 —
《现代物理知识与教学现代化 》

这次增刊拟收纳的文稿
,

除了正刊几个固定栏 目涉及的内容外
,

主要增加理工科物理教学内容

和教学手段现代化等方面的篇幅 此外还特设
“

科学随笔
”

栏 目
,

为科技和教育工作者及物理学爱

好者提供一块难得的园地
,

以抒发科学情怀
、

畅谈研习科学
、

欣赏科学的感受
,

以及介绍能展现科学

风采的趣闻轶事

增刊征稿截止 日期为 年 月 日 欢迎大家踊跃赐稿 谢谢合作

《现代物理知识 》编辑部 电话 于

卷 期 总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