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健 岑焦的主要科学贡献

—为 纪念吴 健雄逛 世 一 周 年而作
陆 淡

吴健雄教授系江苏省太仓县浏河人
,

� � � 

年 ! 月 ∀� 日生于上海
#

�� ∀ ∃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

%现南京大学的前身&
,

两年后进人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
,

于 ��∃∋ 年获博士学位
#

�� ! 年任哥

伦 比亚大学副教授
,

�� ! ( 年升为教授
,

�� )  年

起 担任普平 %助∗+, &讲座教授
,

直到 �� (∋ 年退

休
#

其间
,

她 �� ! ( 年被选人美国科学院
− � �)! 年

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
#

吴健雄教授一生中获得过许多奖励和荣

誉
#

�� ) ! 年
,

美 国总统授 予她 国家科学 勋章
−

�� ) ( 年
,

她获得 . /0 0基金会首次颁发的奖金
−

� � 1 ∃ 年
,

美 国 国 家科 学 院 授 予 她 康斯 托 克

%2 3
456 7

#

2/8
9
:/; < &奖

− �� � ∋ 年 ∀ 月 � � 日国际

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公布了将紫金

=>> 天文台 �� 1 ! 年 � 月  ∋ 日发现的  ) !  号小行

星 命名为 吴健雄 星
− �� �� 年又 获普平 奖 章

#

�� (  年
,

她被授予北 京大学
、

南京大学和 中国

科技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

吴健雄教授的科学贡献涉及面广
,

大多与

物理学的基本问题密切相关
#

尤其是在∗衰变的

实验研究方面
,

她是 当今这个领域内的第一人
#

在众多的贡献中
,

她在∗衰变领域 的最主要的贡

献有如下三项
,

其中任何一项都足 以使人名垂

史册
#

∗谱的研究

∗衰变是三种放射性现象中最神奇
、

最微

妙
、

也最富有革新内容的一种
,

它是核物理中的

一种典型弱作用过程
#

它的连续谱特性甚至使玻

尔等人怀疑能量是否守恒 ? 为了挽救能量守恒
,

泡利提出了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微子假设
#

在吴健

雄开始研究∗衰变时
,

人们 已经知道费米在中微

子假设基础上提出的∗衰变理论
,

但是这个理论

还没有被证实
,

中微子也还没有被发现
#

费米理

论所预言的 ∗能谱包括有允许谱以及各级禁戒

谱
#

那时人们的实验结果甚至与最简单的允许谱

也不相符合
,

特别是其低能端有过剩电子
#

吴健

雄与艾伯特合作
,

将放射源做得足够均匀
、

足够

薄
,

对1∃
;5 的∗谱进行了仔细的测量

,

消除了低能

电子过剩
,

得到的结果与费米理论预言的允许谱

符合得非常好
#

这个结果很快得到了许多人的证

实
#

为了对费米理论进行彻底检验
,

还必须对各

种禁戒谱进行测量
#

吴健雄与她的合作者进行了

一系列 的实验
,

对禁戒谱 %特别是唯一禁戒谱 &

的测量
,

也支持 了费米的 ∗衰变理论
#

吴健雄 的

这些工作澄清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严重分歧
,

对于

∗衰变机制的确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首次证明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 ! 1 年
,

为了解释
≅ 一 ∋之谜

,

李政道和杨

振宁研究了各种原子核过程和粒子过程
,

发现

那时所有已 经做过 的实验都没有证 明过弱作

用中宇称是否守恒
,

因而建议了一批可以检验

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实验
#

为什么以前人

们都没有看出这一点
,

甚至人们误认为宇称守

恒是早已被验证了的 Α 原因在于
,

宇称守恒就

是左右对称
,

这个
“

定律
”

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

义 的
,

是 自然成立的
#

甚至人们在测量 ∗粒子角

分布 时
,

往往只测左边一半
, “

右边一半根据宇

称 守恒一定是 同样 的
,

不必再测
”

Α? 因此
,

在

李政道和杨振宁提 出宇称可能不守恒后
,

并不

是 马上就有人响应去做实验
#

大物理学家泡利

甚至跟人打赌
,

如果宇称不守恒
,

他愿意输钱
#

吴健雄却独具 慧眼
,

认为宇称守恒 即使不能被

推翻
,

这一基本定律 也还是应该进行检验 的
#

正是基 于这一认识
,

她全力投人 了这个 实验
#

这个实验要在极低温下测量极化
1
∋2

/ 的∗粒子

计数
#

她 与美 国国家标准局 的四位学者 %安勃

勒
、

海华德
、

豪泊斯和胡德森 &合作
,

利 用那 里

的低温设备
,

经过约半年的努力
,

在 �� !) 年初

�∋卷  期 %总!1期&



圣健雄的工作以翰平着称针也
Α

但是把成神功止有之童多岭原田
Β

一九三省午大求不肯做浏试
、

寻称夸性的鉴施
Χ

付高嘴把肯去帷此阁唯为工作喃
。

#

回海把独澳琴略
Χ

盔妈你字
·

子性印使不被准韧
Χ

此Δ基拳定律。藤根浏试
·

这是化过人乙成

撼校牛

扎冶叮义
叨Ε”

、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像明确地测 出了沿
1 Γ2 。 的 自旋方

向和相反方向发射出来的∗粒子

计数率相差很大
,

从而得到了宇

称不守恒的确凿结论 %这个实验

同时也确凿地推翻 了电荷共 扼

对称性 &
,

轰动了整个物理学界
,

使李政道 和杨振宁 当年就 获得

了诺贝尔物理奖
#

吴健雄的这一工作 完全达

到了诺贝尔奖项 目的水平
#

至于

为什 么没有授予她
,

众说纷纭
,

谜底 的透 露也许要 到  ∋ ∋ ) 年
,

因为诺贝尔奖的档案 !∋ 年后才

能解 密
,

这 里不 去评说
#

但 有一

点要加以说明
#

有一种 说法
,

说

是 因为 当时有许多 实验几乎同

时都证明宇称不守恒
,

同一项 目

的诺贝尔奖不可能给许多人
,

比

如 与吴 健雄的文章 发表在 同一

期刊物上
,

紧靠着
,

仅一页之差
,

就有另一篇加尔文
、

勒德曼和温利希的脸证宇

称不守恒的文章
#

不过
,

请注意
,

在加尔文等人

的文章中明确写明
,

他们是在得知吴健雄实验

的初步结果后才决定 开始做实验的
#

同一刊物

的下 一期发表的伏利德曼和特勒格迪的文章

又写 明是在得知加尔文等人的结果后完成的
#

所以
,

吴健雄无疑是第一个验证宇称不守恒的

人
,

她在这个问题上 的首创性是没有任何疑 问

的
#

首次证明弱作用的矢: 流守恒

在宇称不守恒被发现以后
,

弱作用的正确

形式很快确定了下来
,

它是 由矢量流和轴矢量

流产生的
#

众所周知
,

电磁
、

作用是 由 电流 与电

磁势相藕合产生的
#

电流是一种 矢量 流
,

这种

流是守恒 的 %即 电荷守恒 &
#

最早
,

葛尔希坦和

泽尔多 维奇于 �� ! ! 年就提出了弱矢量流也守

恒的可能性
,

但那 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弱作用

中是否有矢量流参与
#

只有到宇称不守恒被确

立以后
,

人们才知道弱流 由矢量流和轴矢量流

组成 %所谓的 Η 一Ι理论&
#

�� !( 年
,

费曼和盖尔

曼才再一次提出弱矢量流守恒的假设
#

�� 1 ∀ 年
,

吴健雄和她 的合作者对
’ϑ7 和

’ϑΚ

衰变的 ∗能谱进行 了细致的测量
,

比较 了它们

的形状修正因子
#

虽然 已有人做过这种 实验
,

但终未获硫切结论
#

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首次

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实验
,

确证了 弱矢量 流守

恒
#

�� ) ) 年
,

吴健雄等又仔细地分析了 �� 1∀ 年

的实验
,

用更好的 ∗
Λ

衰变费米 函数
,

以及分支

比和 0: 等参数的新值
,

重新作 了计算
,

再一次

确认 了弱矢量流守恒的结论
#

这个实验意义非

常深刻
,

不仅建立 了一条新 的守恒定律
,

而且

也 为弱作用和 电磁作用的 统一成功地铺设 了

第一块里程碑
#

其 他 贡 献

除上所 述
,

吴健雄的科学贡献还有许多
#

比如
,

在内韧致辐射
、

罗Μ 6 9 Ν

对核裂变链式反应

的重大影响
、

双 ∗衰变
、

第二类弱流
、

奇特原子
、

穆斯堡尔谱学
、

血 红蛋 白
、

量子力学 的隐参量

问题 、正 电子偶素
、

超低温 核物 理
、

核能级 图
、

仪器 以及探测方法等方面都做过不少工作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