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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本刊 �! ! & 年第 ∋ 期发表的《西博格

和超铀元素》一文中曾提到
,

�!( �年  月一 � ! ! 

年 �∋ 月
,

德 国 达姆 斯 塔 特 重 离子 研 究 中 心

∀)∗ +% 由安布拉斯特领 导的研究小 组 曾发 现

�� ∃一 � � � 号元 素
,

后来
,

在 �! ! & 年 ∋ 月 ! 日
,

由安布拉斯特和霍夫曼领导的 )− .研究小组又

合成 了质量数为 ∋ ∃∃ 的 � �∋ 号元素
,

反应 式及

衰变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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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协

会 ∀.= 0> ? %的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 ∀≅. ?% 开会

∀成员 ∋ � 名
,

来 自 �∋ 国%
,

讨论 � � �一 �� ! 号元素

的命名
,

他们提出了命名建议
,

并于同年 �∋ 月

发表
,

笔者文章中曾提及 �� �一 �� ! 号元素的

这些初步命名
,

� ! ! 6 年 # 月 �6 日出版的《化学与工程新

闻》杂志 ∀美 国%报道
,

安布拉斯特针对 .= 0> ?

的命名指出
,

? − .小组 已于 �!!∋ 年就 自己发现

的 � � ∃一 ��! 号元素命名
,

.= Α > ? 不应在未曾通

知他们的情 况下擅 自加以更改
,

) − .小组于

� ! ! ∋ 年命名的元素名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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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 !  年
,

美 国化学学会也对 .= 0> ?

的命名建议持保留意见
,

他们提 出的元素命名

是

。 一 。
·

2 和 、 一

孚
二Η ,。代人 ∀�%

,

可得

Ι

( : : : : ,

ϑ
‘
一 育 孔行0 Κ Λ 五 . +Β 入一

Ι

∀∋ %

容易看出刚才由∀+% 得到的判据 Μ Ν Ο和 Μ Π �
,

分别对应于 ∀∋% 中的Α Π 0Θ 和Α Ν 八
,

八二 #万 , 7 ∗二)
,

∀#%

∀#% 式正是原题所要证明的判据
,

故原题得证
,

通过这道奥赛题 的解答
,

不仅使我们了解

到一种化难为易的
“

等价变换
”

方法
,

而且还懂

得了测查暗物质并进一步确定宇宙 当前实际的

物质密度的科学意义
,

根 据 �! ! & 年国 际上  个研 究小组 的测

定
,

哈勃参量现在 ∀Γ Κ
Γ�% 的值 ��� Κ ϑ ∀Γ Κ

Γ�%
二 &� 一 ∃� Ρ< 7 ∀−

·

Σ Α Θ %
,

由此可得现在的临

界 密度户
。。 Κ 户

。

∀Λ 一 Γ� %约为 � �
一 ’&

Ρ Τ 7 <
,

,

而

目前用光度学方法估算 出的宇宙 中发光物质

的平均 密度仅为 � �
一 ’∗ ΡΤ 7 < , ,

如果 这就是 宇

宙 中的全部物质
,

Α 。 一 Α ∀Γ 二 Γ� % 《 0�
。 ,

那么宇

宙将永远膨胀下去
,

可是用动力学方法和引

力透镜方法估算
,

宇宙的平均物质密度要 比用

光度学方法估算出的高得多
,

说明宇宙中还存

在许多不发光但仍有引力效应的
“

暗物质
” ,

其

质量甚至 比
“

看
”

得见的物质高数十倍到上百

倍
,

虽然现在还未准确地测出宇宙中所有物质

的总密度
,

进而对宇宙膨胀的前景以及 宇宙的

有限性或无限性做 出判断
,

但上述奥赛题 已清

楚地表明
,

这个疑间的澄清只是一个实测问题
,

任何哲理的武断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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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序数 元素名称 元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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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 月
,

.= Α> ? 为 了寻求妥协
,

提 出

新的元素命名建议
,

由世界各地的  � 个全国性

组织进行了为期 6 个月的正式讨论
,

�! ! ∃ 年 (

月 # � 日
,

.=; >? 的 Σ ? 中来 自  � 个成员国的

( � 名代表投票表决
,

结果
,

Ω Ξ0> ? 的 �! ! ∃ 年元

素命名建议以 & 票赞成而获得通过
,

在我 国
,

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于 �!! ( 年 �月讨论推荐采用的 �� 6一 ��! 号元

素汉 译 名
,

现 将 � ! ! ∃ 年 ( 月 表 决 通 过 的

.= 0> ? 关于新元素命名建议 ∀具有 相 当权威

性 %及相应汉译名开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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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 �� 一 � �∋ 号元 素
,

由于需要进一步

证实
,

暂时未有命名
,

这样
,

有关人工合成新元素名称的争论
,

暂时得以平息
,

这里顺便提一下
,

对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

审定委员会采用的几个元素汉译名
,

笔者有一

些 不 同 的 看 法
,

比如 �� & 号 元素
“

∗Χ 91 Δ; Τ
⊥

4Φ <
” ,

译 为
“

禧
,

似乎不如译为
“

徐
,

后者 的笔

划更少一些
2 � � ∃ 号

“

1 Δ Ε ;4Φ+Β
” ,

译为
“

锹 ,
,

实际

上
,

居 里夫人 发现的
“

ΑΔ+ Δ Β4 Φ<
” ,

我 国三四 十

年 代 曾翻 译成
“

瓣
,

今 已 改译 为
“

针
” ,

译 为
“

瓣使人联想起
“

波兰
,

而不是想起
“

尼尔斯
·

玻尔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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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以为译

为
“

瓣可能更好些
2 �� ( 号 元素

“

Ε9∗ ∗4Φ<
” ,

可

能是纪念美籍奥地利 理论物理学家 阿瑟
·

埃

里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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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曾提 出一种原子模型
,

最先试 图

把辐射的量子性质与原子的结构相结合
,

借 以

获得原子半径与普朗克常量 的定量关系
2
他 据

此模型计算 了里德伯常量和普朗克常量
,

所得

出的里德伯常量 为 � &记。矿 7 矿Θ 2 哈斯模型采

用了汤姆孙原子模型的思想
,

但未明确规定正

电球 中的电荷分布函数 %
,

如果译为
“

镖
” ,

则 与

原音相 去太远 2 � � ! 号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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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为

了纪 念 奥地 利女科 学家莉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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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最大 的贡献是 同外

甥 奥托
·

罗伯特
·

弗里希 ∀Δ ΓΔ ΩΔ 1Χ ;Γ _;4 ∗Ε
,

� ! �  一 � ! ∃ ! %一道
,

于 �! # ! 年 + 月正确地解释

了核裂变现象
,

这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
,

故我 以

为将
“

< Χ4 4Β Χ ;4Φ<
”

译为
“

韧较妥
,

而译成
“

捷
,

则 很 容 易 使 人 联 想 起
“

麦 克 斯 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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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误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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