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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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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缩写

,

又称为

− � 或 �−
,

又称为 � ./
0

人国际网络的网友都

知道 ��
,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 是由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 ∃1 ! ∀ # (发 明的
0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主要从事 高能物理 实验研究
,

进行的是 纯科学

的基础性研究
0

为什么 �� 会在这样的实验室

中发明呢 2

一
、

�� 是什么 2

简单地说
,

敲击鼠标就能获得来 自世界各地

的信 息
0

使用 �� 需 要有 一台连到 国际网络

∃+3 4. 5 .4 (上的计算机和一套浏览器程序
0

当你

运行你的浏览器程序时
,

在你的监示器屏幕上就

显示 出浏览器页面信息
0

该页信息可能装在你

的计算机中
,

也可能取 自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
,

你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关心它来 自什么地方
0

在浏览器页面上有许多 由字符
、

短语或图形

组成的亮点
0

你只要在某一个亮点上敲击一下
,

这一页浏览器页面就消失
,

出现你所需要的另一

页浏览器页面
,

这时可能包含更多的亮点
,

继续

地敲击下去
,

你 就可以 找到你所需要的信息
0

�� 没有地理边界
,

不需要 出人证
,

不需要人场

券
,

你可以在全球 的信息世界中驰骋
0

例如
,

开

始你进人北京高能物理所的页面
,

你可以找到有

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信息
,

随手

一敲
,

你就可以到达瑞士 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的页面
,

了解有关世界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

机 6!7 的信 息
,

接着 也许你想 了解 的是 日本

8 ! 8 正在建造的 9 介子工厂的情况
0

再随手一

敲
,

你就可以阅读 当天的人民 日报或新华社的消

息
0

你坐在计算机的面前
,

可以得到来 自世界的

各种信息
,

这些信息好像就在你面前的一个小匣

子里
0

实际上
,

当你敲击一下浏览器页面上的 一

个亮点时
,

你的浏览器可能已经连接到了大洋彼

岸的另一台计算机上了
0

二
、

�� 为什么会从 1 ! ∀ # 开始的2

1 ! ∀ # 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

创建于 % ∋ :; 年
0

它位于 日内瓦市西郊
,

横跨瑞

士和法国的边界
0

目前有 < & 个成员国
,

美国和

日本等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0

%∋= ∋ 年 1 ! ∀ # 建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6!7
0

该加

速器的周长约 <> 千米
0

; 个国际合作组在 ; 个

对撞点上建造了各 自的大型探测设备 ? 6 !7 ≅
、

Α !6 7≅ Β
、

6� 和 Χ 7! 6
0

每个合作组都是 由来 自

世界许多国家的许多实验室的数百名物理学家

和工程师组成
0

他们共同完成实验设备的建造
,

运行和维护
,

获取实验数据和分析数据
0

大部分

的时间他们是在世界各地各 自的实验室里进行

工作
,

他们之间的通信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
0

数百名科学家集中起来开会固然重要
,

但不可能

频繁进行
,

按惯例大约每三个月才能开一次会
0

通过国际网上的电子邮件 ∃!珊Δ+Ε (进行通讯也

有很大的局限性
0

他们希望随时可以查询合作

组内各实验室之 间的进展
,

包括资料
、

数据
、

备

忘录和会议记录
0

他们也希望将 自己的各种信

息贮存在计算机中待查
0

这就迫切需要一个工

具
,

使物理学家很容易获取世界范围内有用的信

息
0

�− 在 1 ! ∀ # 应运而生
,

引起了一场远距离

通讯的革命
0

三
、

� � 是如何发展起来的2

每一个高能物理实验在连续数年的实验过

程中
,

要获取大量的数据
,

为了从数据中取得最

终的物理结果
,

必须进行复杂而庞大的数据处

理
0

1 ! ∀ 卜配备 了世界上 最先进 的计 算机设

备
,

聚集 了一大 批极 其 优 秀 的计 算机 专 家
0

1 ! ∀ # 成了世界上优秀的计算机专家交流和实

现创造发明的理想场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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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1 ! ∀ # 的 Φ+ 5 9 .∗3 . ∗Γ 一6.
.
首先提

出了一个建议
,

基于 ≅ ΗΙ. ∗4. ϑ4 在  ! ∀ # 建立一

个分布式信息系统
0

他提 出了将网络地址隐蔽

在显示屏的亮点后 面
,

将各种不同的计算机连

接起来
,

组成一个图书馆
,

每一台计算机都是图

书馆的书库
0

%∋ ∋ & 年 ∀) /. ∗4 1 Δ+ ΕΕΔ 3
参加 了 9 . ∗3 . ∗Γ 一6.

.

的工作
,

产 生 了第 一 个浏 览器和 服务 器
,

在

1 ! ∀ # 真正建立起 了 �� 系统
0

%∋∋ % 年 �� 又有两项重大的发展
,

使它在

1 ! ∀ # 得到 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

并引起 了其他

实验室的兴趣
0

一项重大发展是 由一名学生

预 ) ΕΔ 7. ΕΕ) − 完成 的
,

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浏

览器程序
,

可用于许多不 同类型的计算机
Κ 另一

项是 由 9 . ∗3 , 7)Ε 4. ∗5
Δ 3 3
完 成的

,

他 为 1 ! ∀ #

主机的数据库生产了一台服务器
0

%∋ ∋ � 年欧洲联盟批准了第一个实施 �� 的

工程计划
,

1 ! ∀ # 作为合作者参加
0

同年
,

美国

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成功地产生了 Λ)Γ Δ+∃ Μ

浏览器
,

使 �� 能应用于苹果 机
、

微软视 窗和

Ν 一视 窗
,

�� 得 到 了迅 速的 推广
0

到 %∋ ∋ > 年

底
,

�� 已拥有 ; 千万用户和 Ο: 万服务器
,

其中

一半以上应用于商业
0

近两年 内
,

大约以每月

增 加 一 万 个新 的服 务 器 的速 度 迅猛 发 展
0

1 ! ∀ # 的计算机科学家们继续集 中精力给物理

学界提供完善的服务
0

粒子物理实验是一门实验科学
,

具有工程

性质的大规模科学实验
0

它的实验方法和实验

技术的不断发展
,

孕育了许多领域高科技的成

果
,

如材料科学
、

超导
、

真空
、

微 电子学
、

成像技

术
、

计算机科学
、 ·

⋯⋯ 1 ! ∀ # 成 了工业界的一

个重要的试验园
0

基础研究除了它本身的原理

可能得到实际应用外
,

进行基础研究 的过程 中

常常会发展出一些未来的高科技
,

并得到广阔

的应用
0

�� 在 1! ∀ # 的产生和被广泛的应用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进行基础研究 的实验室

和科学家应该将发展未来 的高科技作为他们的

任务之一
,

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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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纳米研究获重大突破

据《科技 日报》报道
Μ

北京大学纳米技术研

究近日取得重大突破
Μ

在世界上首次将单壁碳

纳米管竖立在黄金薄膜表面上
Κ
把新型有机信

息存储材料信号写人
、

读出点从国际上其他实

验室最好水平的 %& 纳米降低到了 %
0

� 纳米
0

纳米是一种度量单位
,

一纳米等于一百万

分之一毫米
,

仅 比原子尺寸略大
0

纳米技术是

=& 年代初迅速发展起来的前沿学科
,

它使人们

认识
、

改造微观世界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
0

纳米技术将用于下一代的微电子器件即

纳米电子器件
,

使未来的电脑
、

电视机
、

卫星
、

机

器人等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小
0

%∋ ∋% 年
,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典型的人造纳

米材料
—

碳纳米管
,

但它的结构具有多层壁
、

单壁等多种形态
0

北京大学化学院顾镇南教授

领导的研究组用简单的电弧法大量合成了单壁

纳米管
,

经纯化含量大于 ∋ & Θ
,

并按要求化学剪

切和修饰成长度为 巧 纳米至 < & 纳米
,

直径 约

% ; 纳米 的短管
0

电子学系薛增泉教授领导的

研究组采用真空加工技术
,

使单壁碳纳米短管

组装牢固竖立在黄金薄膜表面上
,

并用单壁碳

纳米管做 出了世界上最细的
、

性能最好的扫描

探针
,

获得了精美的热解石墨的原子形貌像
Κ 用

扫描隧道显微探针测得了单壁短管的导电特性

和大气中室温下的量子台阶和动态负阻特性的

卜 Ρ 曲线
Κ
利 用单壁 短管 作 为场 电子 显微 镜

∃Σ! Λ(的电子发射源
,

拍摄到过去认为不可能

看到的原子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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