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射 残
工 延

�延安大学物理系

的 自 述
凤

延安  !∀ # ## ∃

我的命名

我的名字叫伦琴射线
,

但 人们更 习惯叫找

� 射线
,

也有 人叫我 � 光
%

由于 当时对我的性

质还不了解
,

所 以伦琴就给我取名
—

� 射线
,

表示未知的意思
%

后来为了纪念我的发现者给

我正式命名为伦琴射线
%

我的发现过程

回想 !& ∋ ( 年 !! 月 & 日傍晚
,

伦琴在操作希

托夫管
,

他用黑纸板把管子完全包了起来
,

房间

是完全 暗的
,

离管子一定距离的地方放了一张

涂有氰化钡铂的纸片作屏使用
%

使他感到意外

的是看见屏上有荧光
%

他进一步研究
,

把屏转

了一个面
,

仍感光
,

在屏与管子之间放了几样东

西
,

但是 这些东西看来都是 透明的
,

当他在
一

管

子前移动手 臂时
,

在屏 上看到 了他 的手骨胳
,

其实这是我发 出的信息
%

伦琴独 自在实验室继续研究 了几个星期
,

最后肯定了他的发现
,

于 !& ∋ ( 年 !) 月 )& 日给

维尔茨堡 的物理 医学会递交 了一 份《论 一种新

的射线》的论文
,

立 即就付印了
%

这就是关于我

的第一篇论文
%

伦琴用我给他夫人的手照了手

骨照片
,

这张照片也就是人类 历史上的第 一 张

� 射线照片
%

我的发现是物理学 史上一个划时

代的事件
,

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开始
%

我的发现者

我的发现归功于伦琴
,

是他首先 认出 了我

的身份
,

把我带人到科学界
,

所 以人们 也称 伦琴

为 � 射线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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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 在 莱纳普

�<. 9 9. =∃ 莱茵州 的一个城镇 上
%

于 !& ∀ ( 年在

苏黎世 的综合工 业学 院学 习机械工程
,

他听过

克劳修斯 的课
,

听过孔 特主讲的光学理论
,

于

!&∀ & 年毕业
,

他 研究过 晶体的热传导
,

压 电特

性
、

光学
、

化学等
,

后来 又致力 于阴极射线 的研

究
,

到 飞& ∋ ( 年初
,

他 已 写了 :& 篇论文
,

但那些

沦文现都被遗忘
,

只有关于我的沦文才是最辉

煌的篇章
%

他受邀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演示 了

他的实验
,

演示很成功
,

皇帝立即授予他二级王

冠勋章
,

由于我在骨折等外科诊断上的应用
,

他

也因此获得了名誉医学博士的学位
%

并因发现

我而于 !∋#! 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

我的机遇

伦琴在研究阴极射线时意外地发现了我
,

真是有 心栽花花不开
,

无心插柳柳成荫
%

从发

现的过程看是纯属偶然的
,

但从物理学发展的

进程看
,

由于真空放电现象的研究
,

对阴极射线

的研究
,

激发出来 的我或多或少已被科学家接

触到了迟早会被发现
,

这又是必然的
%

事实上

在伦琴之前我就和科学家捉迷藏并于儿位碰过

面
,

只是他们没在意
,

没有抓住去研究
,

使我很

伤心
%

如
2

克鲁克斯就 曾遇到 了我
,

存放在他的

阴极管附近的照相底 片坏了
,

他误认为是产品

质量不好
,

并退了货
,

万没想到这是我在作怪
%

!& ∋ # 年哥兹比德和詹宁斯在演示阴极射线实

验后发现照片奇怪地变黑了
,

我为了献媚
,

也使

他们无意 中拍 了一张照片
,

而他们却不屑一顾

地扔掉 3
,

我在垃圾堆里埋怨着
,

真是把金子当

沙子
%

直到伦琴之后
,

他们才恍然大悟
,

后悔莫

及
%

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德和其他 一些物理学家

也已注意到荧光
,

但都没有继续审查
、

研究这 个

效应
,

错过 了良机
,

以致失去了发现我的桂冠
%

只有伦琴抓住了机遇
,

使我们有了不解之缘
%

我和诺贝尔奖

自伦琴因发现我而于 !∋ #! 年获得 首届诺

贝尔物理学奖之后
,

科学家们由于对我的进一

步研究 与应用
,

从而造就了一个又 一个诺贝尔

奖的获得者
%

>
·

冯
、

劳厄用实验证明
一

3 我和光 一 样都

具有波动性
,

发现了我通过晶体的衍射
,

导出了

著名的劳厄方程
,

也开创了 � 射线晶体学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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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域
,

因而获得 了 !∋ !: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
%

之后
,

?
·

≅
·

布拉格和 ∗
·

<
·

布拉格马

上就用我的衍射本领分析晶体的结构并取得 了

重要成果
,

导出了通常称为布拉格反射定律 的

公式
,

奠定了 � 射线光谱学和晶体结构分析 的

基础
,

为此他们父子双双于 !∋巧 年获得诺贝尔

物理学奖
%

康普顿发现我被晶体散射后
,

波 长

增大
,

即康普顿效应
,

为此他荣获了 !∋) 年 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

还有巴 克拉
,

西格 巴恩均因

对我 的研究作出卓著贡献而分别 于 !∋ ! 年
,

! ∋): 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霍奇金用我测定了一系列重要 的生物化学

物质的晶体结构
,

荣获了 ! ∋∀: 年的诺贝尔化学

奖
%

肯德鲁和佩鲁茨用我的衍射本领分析测定

了肌 红蛋 白和 白红蛋 白晶体的结 构
,

获得 了

!∋ ∀ ) 年诺 贝尔化学奖
,

还有德森霍费等用我测

定了光合作用 中的三维结构而荣获了 ! ∋& & 年

的诺贝尔化学奖
%

马勒 因发现我能引起遗传因子的突变而获

得了 !∋: ∀ 年诺贝尔医学奖
,

克里克等人根据我

对 Α Β Χ 晶体的衍射实验结果建立了 Α Β Χ 分子

的螺旋结构
,

为此荣 获了 !∋ ∀ ) 年 诺贝尔 医学

奖
,

还有科马等人因发现了我的层析成象技术
、

共享了 !∋  ∋ 年诺贝尔医学奖等等
%

我的性质

在我被发现后相 当长的一段 时期 内
,

人们

对我的性质都捉摸不透
,

只觉得很奇特
,

有些人

认为我是一种携 带极小质点的快速射线
,

与电

子相似
,

另一些人却认为我是 一种 电磁波与光

波相似
,

只不过是波长极短而 已
,

经过十七年的

研究
,

才解开了这
“

� 射线之谜
” ,

解决了关于我

的性质的争论
,

揭去了我神密的面纱
,

露出了真

面 目
%

我是一种与可见光完全相 同的电磁辐射
,

是 由高速带电粒子与物质原子中的内层 电子作

用而产生的
,

是一种波长 比紫外线更短的不可

见射线
,

与红外线
、

紫外线及可见光一样
,

具有

波动性的一切特点
,

即反射
、

折射
、

衍射
、

干涉等

现象
,

不同的是我能量大
、

波长短
,

波长范围为

!#一 #
%

## Δ9/
,

波长长的部分称软 � 射线
,

波长

短的部分称为硬 � 射线
%

我也有微粒性
,

光电

效应
、

荧光辐射等正是我粒子性的明显表现
%

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

我虽不能

引起视觉
,

但对于某些对短波极为灵敏的荧光

物质 �如铂氰化钡
、

铂氯化钡 ∃能激发荧光
,

也能

使特种软片感光
,

由于能量大所 以还能使气体

电离等
,

因我具有上述一系列特点
,

所以在工业

和科学技术 中被广泛应用
%

我的应用

特殊 的性质决定 了我多才多艺的本领
,

在

各个行业 中大显身手
、

工业上
,

请我做检验员
,

我可以对金属板件
、

焊缝
、

铸件等金属材料和陶

瓷
、

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及 制品中可能存在的缺

陷和夹杂物质进行非破坏性的无损检查
,

已聘

用于冶金
、

船舶
、

桥梁
、

陶瓷
、

化工等部门
%

我能

穿透生物体
,

并使各种肌体结构在荧光屏或胶

片上显示影像
,

所以医生们请我做助手
,

为病人

检查内脏
、

骨胳等病变
%

近年来
,

由于电子计算

机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

使我进一步有了用

武之地
,

记得那是 ! ∋ ) 年英国首创成功了为人

体头部用 � 射线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
,

简

称 � 射线 �汗 装置
%

现已发展到第五代的 �汀

—
动态立体 � 射线影像再现机

,

可再现活动

内脏的立体象
%

我还具有杀菌能力
,

并能影响

动物的细胞组织
,

所以也用来治疗某些疾病
%

我的衍射 已发展成为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最有

效方法之一
,

根据我照射晶体后所产生的衍射

射线的方向和强度来确定晶体的结构
,

通过研

究我的光谱
,

可以研究物质的原子结构
,

如电子

能级的分布
、

电子云状态等
,

研究物质发射的 �

射线的波
一

长可 以确定物质的元 素成份等
%

总

之
,

我在化学
、

物理学
、

生物学
、

金属学
、

医学
、

矿

物及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及发展中都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

结束语

我 自发现之 日起
,

已经历一个世纪了
,

回望

这一百年来的里程
,

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

类社会进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

作为一门学

科而言
,

我 已成果累累
,

似乎已老太龙钟了
,

然

而我不 减 当年 勇
,

仍活跃在科 学研究 的舞台

!#卷 ,期 �总((期∃



核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
—

核力

魏 安 赐

�河北工业大学应用数理系 天津 ;## ! ;#∃

一
、

核力的概念

在原子核内
,

带正 电的质子之间的距离很

近
,

库仑斥力很强
%

但是质子
、

中子仍然紧密结

合
,

质量密度达到 ∀ 又 !# ‘
:

8Ε /
一 ’

足见核子之

间存在 比电磁力更强的强相互作用
,

就是核力
%

二
、

核力的性质

!
%

核力的强作用性

核子间的万有引力势能为 !#
一 ; ∀ >. ?

,

质子

和中子的磁作 用势能为 #% #; > . ?
,

而核力最弱

的氖核里质子和 中子的结合能尚为 )% ))( > . ?
%

电子与质子相距 ) Φ !#
一 ‘;Ε / 时

,

库仑吸引能为

#
%

 >. ? Γ 而两核子相距 ) Φ !#
一 ’;. / 时

,

核力吸

引能则达到 ;# > .?
%

若万有 引力恒量为 Η 质子质量为 用
Ι
、

普

朗克恒量的 ! ϑ )  3为九
,

则引力相互作用藕合常

数

互作用的藕合常数

Κ
, :

%

:�自由态核子间∃

已# & �核内核子间∃

)
%

:

以 万介子为交换媒介

以Ι介子为交换媒介

以 Λ 介子为交换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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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费米藕合常数为 #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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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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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弱相互作用 %如
. 一/ 十 + 一 十 叻

的藕合常数

#
二

, 忍
+

—
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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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

一 夕

.

电磁相互作用的藕合常数
0

—精细结构常

数
+ 1

“ “
而

之
2 3 &( 4

∋

∀ ( 5 ∀ 6 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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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  只 &∀ 一 ’

若核 子的唯象强荷为 7
,

则核子之间强相

核力的强度随核子的状态和彼此交换的中

间媒介 的不 同而 不 同
,

它是 电磁 利用 强度 的

&∀ 一 &护倍
∋

核 内核子间的核力强度约为电磁

作用强度的 && 倍
,

足以冤服质子之间的库仑斥

力
,

1
∋

核力 的短程性

若 。
二

是 二介子平均质量
,

则核力平均力程

尺 一

立
二 & 6 8 一。一 , + 9

:. 声

甚至 比原子核线度还小
∋

核子只能在核力力程

内
,

和邻近核子强烈作用
∃ 在核力力程外

,

如核

子间距超过 %(一  − 8 2;
一 ’( <9 时

,

核 力极弱乃

至消失
∋

(
∋

核力的饱和性

原子核结合能 = 近似和质量数 %核子数 − >

∋ 、

? 二
?

≅
‘ ,

一 ≅
二 ,

?
, ,

?
, , Α Α

∋

一 =
成 正 比

∋

每 个 核 子 的平 均 结 合 能
� Β 竺

,

在
>

( ∀ Χ > Χ &1 ∀ 范围内约为 Δ
∋

5∗ + ,
,

基本上不随

> 而变化 ∃ 在 > Ε &1 ∀ 的重核中
,

随 」的增大而

缓慢减小
∋

中子与复杂核的相互作用势和中子

与单个核子的相互作 用势数量级相 同
∋

这表

明
�

原子核 内的每个核子
,

只同核力 力程内的邻

近几个核子发生核力作用
,

而不是同核力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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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做为科研 上的一把金钥匙
,

我打开了一个

个新发现的大 门
,

诞生了许多新的学科
,

如
� )

射线晶体学
、

) 射线光谱学
、

) 射线天文学等

等
∋

人们对我的认识不断地深人
,

同时也不断

开拓新的应用领域
,

如 ) 射线激光就是 目前激

光物理与等离子体物理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

领域
∃ ) 射线全息术也是 目前一个方兴未艾的

研究领域和正待开 发的全新 的应用领域
,

随着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

人类将借助我
“

微弱
”

之光

的窗 口看到物质世界许多新奇的景象
,

为人类

展现一幅幅绚丽的
“

) 光
”

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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