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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总是驱使着自身去

了解周围的世界
 

这 自然要遇到这样一个基本

问题
! 世间万物是怎样来的 ∀ 假如不是无中生

有
,

那么必定是从某些原初物质创造 出来的
,

这

些原初物质是什么 ∀

对这种原初物质的猜测
,

或者说物质结构

的原子观念
,

追根究源 可以 上溯到公元前好几

百年以前
 

然而
,

这两千多年间关于原子观念

的许多哲学思辨和主观臆说
,

只能当作近代科

学研究的一种背景
,

#∃% 不能视为科学真谛
,

对

物理学尤其如此
 

这些几近于臆想一样的观念
,

提倡者没有想到或没有条件用 实 验 来 检脸它

们
,

也没有用这些假说所预言的情况来验证假

说本身
 

因此
,

科学的原子论的建立应该说始

自道尔顿
 

他第一个将
“

原子
”

这一抽象概念变

为化学 中的实体
 

一
、

化学原子论

用原子的观念来阐明化合物的组成所服从

的定量规律
,

并且通过实验来测量不同元素的

原子的质量之比
 

这种始 自化学的原子假说 可

以叫作
“

化学原子论
” ,

也可以说成是科学的原

子论
 

这种原子论一经建立
,

就成为化学乃至

所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化学原子论最初提

出于 ∃ & ∋ ( 年
,

若以系统阐述这一假说的著作即

《化学和哲学的新体系》的出 版 为 标 志
,

则为

∃& ∋ & 年
 

化学原 子 论 的创立者是位 自学成才

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

约翰
·

道尔顿
 

道尔顿 ∃) ∗ ∗ 年生于英国坎布兰州 的 鹰田

村
,

出身寒门
,

少时务过农
,

当过 乡村小学教师
 

∃+ 岁时
,

道尔顿被离家,∋ 英里的肯塔尔学校聘

为教员
 

, 年后即 ∃) & + 年任该 校 校长
 

在这

所学校
,

他结识了一位名叫约翰
·

顾夫的盲人

学者
,

从而对数学和气象 学 产生了浓厚兴趣
 

∃ ) − ( 年
,

道尔顿离开肯塔尔
,

到新兴的工业城

市曼彻斯特的
“

新学院
”

任数学和哲学教授
 

次

年
,

道尔顿成为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的会

员
,

开始了比较正规的科学研究
 

∃ & ∋ ( 年
,

道尔顿将
“

原 子
”

从一个抽象的哲

学术语变为化学中的实在客体
 

他在 − 月 ∗ 日

�恰巧是他 () 岁生日�的笔记中给原子
一

下了这样

的定义 !

“

物体的终极原子乃气体状态时 被 热氛围

绕着的质点或核心
 
”

有着深远意义和实际功效的一点
,

是道尔

顿揭示了化学元素以其原子质量为其最基本的

特征这一核心问题
 

从下面所引的道尔顿的一

段论述可以看出
,

他的学说的精华是从多么普

通的常识中提炼出来的 .

“

假如水的原 子
,

有一 些比另一些重
,

又假

如某一体积的水
,

偶然恰由这种较重的水原 子

所组成
,

显然
,

这种水的比重必然较大
 

然而
,

这种假定与事实相悖
,

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

种水
,

无论来自何处的纯净之水
,

比重都是相

同的
 

这不过拿水做个例子
,

其它物质也是如

卷 , 期 �总 , ∋ 期 �



此
 

因此
,

我们可以做一判断
! 所有均匀物质

的终极原子
,

其重量和形状都完全相同
 

换言

之
,

即水的某个原子
,

必无异于水的少夸余厚孤
氢的某个原子

,

必无异于氢的其余原子
,

余下类

推
·
”

需要说明的是
,

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同位
素的概念

 

事实上
,

差不多所有元素都有不同

的变种
,

春为同位素
 

同一种元素的不同同位

素原子在化学上几乎是不可区分的
,

但它们的

原子量不相同
 

克鲁克斯在 ∃ & &∗ 年猜 测 到它

们的存在
,

∃− ∃∋ 年索迪将其命名为同位素
 

∃ & ∋ ( 年 ∃∋ 月 ∃& 日
,

道尔顿在曼彻斯特文哲

学会报告了关于原子假说的论文
 

他在文末写

道
! “

尽我所知
,

考察物质的终极粒子的相对重

量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 近来我做的这种考察很

有成效
 

这篇论文没有阐述其原理
,

不过
,

我把

我的实验所测定的一些结果
,

放在附录里
 ”

这篇论文的附录里有张列有0∃ 种元素的原

子量表
 

该文先在《曼彻斯特文集》上发表
,

后

转载于《科学 日志 �� 

∃ & ∋ , 年
,

道尔顿发现 倍 比 定 律
 

这一发

现
,

是对他的原 子假说的最 直接而又有力的支

持
 

尔后三年 里
,

道尔顿将他的原子思想发展

成为比较完整并 自成体系的学说
 

道尔顿认为 ! 元素的最终组分就是简单原

子
,

它们是既不能创造
,

也不能毁灭
,

而且是不

可再分割的
 

它们在一 切化学变化中保持其本

性不变
 

同种元素的原子
,

其形状
、

质量及各种

性质都相同
,

不同元素的原子的12, 质则不相同
 

每一种元素以其原 子的质量为最基 本
·

的特征
 

不同元素的原子以简单数目的比例相结合
,

就

形成化学 中的化合现象
 

他将化合物的原子称 为复杂原子
,

还为简

单原子和复杂原
一

子组成的各种元素设计 出第一

套元素符号
 

道尔顿著的《化学和哲学的新体系》于 ∃& ∋ &

年出版
,

正式宣告了化学原子论的诞生
 

化学

原 子论
,

不仅为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现

实模型
,

而且为原子量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

这对化学有着始终如一的重要性
 

不仅 如 此
,

它还使整个科学变得非常简单而意义又 非常明

了
 

寻
,

∃ 予的箱梅
3

道尔顿 ∃ & ∋ ) 年在 爱 丁堡演讲时曾这样宣

称 !
3

3 一
 

‘
份气傣

、
液体和固体

,

都是由该物质的不 可

分割的原子组成的
 

化学的分解和化 合所能做

到的
,

充其量只能让原子彼此分离和重新结合
 

物质的创生和毁灭
,

不是化学作用所能达到的
 

就象我们不可能在太阳系中放进一个新行星或

消灭一个老行星一样
,

我们也不可能创造出或

消灭掉一个氢原子
 
”

化学家用化学手段无法做到的事
,

物理学

家做到了
 

在探索稀薄气体和真空的放电现象

的这条路线上
,

物理学家们发现了阴极射线
 

英

国物理学家汤姆逊通过对阴极射线的进一步研

究
,

证实了这种阴极射线是所谓终极原子的组

分之一
—

电子
,

从而打破了原子不可分的观

念
,

使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 识 深 人 了一个层

次
 

人们常见的放电现象是闪电
,

与闪电这种

极杜观的放电现象类似
,

人们在给空气稀薄的

玻璃容器通电时也能看到电闪光
 

对后者这种

较易控制的放电现象的科学研 究 始于 ∃ & 世纪

初
 

∃− 世纪中叶
,

真空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

人

们发明了高效真空泵
,

并制做了低压气体放电

管
 

利用高效真空泵
,

能将玻璃管内的气压降

到通常气压的万分之几
 

从 ∃− 世纪 +∋ 年代末

期开始
,

就有一些科学家陆续发现了这样一种

异常现象
! 当玻璃管 中的气压极 陈

,

即管内空

气几乎被抽光时
,

管内绝大部分部位的辉光反

而消失
,

仅在连接负电极即阴极的管内金属板

附近的管壁上有辉光点
,

光点的位置似乎同正

电极即阳极的位置无关
 

好象有什么东西从阴

极跑出来
,

穿过管内虚空
,

撞到玻璃管壁上
,

最

后被阳极吸附
 

有人给这种东西取名为
“

阴极

射线
”  

在原子学说和法拉第电解定律确立后
,

人

们便设想
,

就象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一样
,

电也

是由最小的电微粒组成的
,

每个电微粒带有一

现代物理知识



个元电荷
 

就此设想
, ∃& ) , 年英籍爱尔兰人斯

通尼提出了电原子说
 

他用电化当量值除以阿

佛伽德罗常数
,

从而估计出元电荷的值
,

并将这

种元电荷命名为电子
 

当阴极射线这一神秘现

象被发现以后
,

有人认为这种射线是
“

物质的第

四态
”

或
“

超气态物质
”  

汤姆逊在 ∃ & &∃ 年提 出

这样的看法 ! “

在真空管中的阴极 射 线是带负

电的微粒子
,

玻璃发光的原因
,

是这种微粒子以

极大的动能冲击管壁所致
”  

根据电场 和 磁场

能使带电粒子的飞行方向偏转的道理
,

汤姆逊

于 ∃& −夕年证实了阴极射线果然带负电
,

并且测

定了它的质量与电荷的比值
 

汤姆逊认为
! “

在

阴极射线里物质处于一种新的状态
,

在这里物

质远比在气体状态分割得更细 / 所有物质
,

包括

不同来源
、

例如氢
、

氧等派生的物质
,

在此状态

下都是同一种 / 这种物质是一切化学元素的构

成材料
”  

汤姆逊始称阴极射线粒子为
“

微粒
” ,

并依斯通尼的叫法称这种微 粒 所 带 的电荷为
“

电子
”  

大约 ∃∋ 年后
,

这种微粒的基本粒子的

实在性已被广为接受
,

物理学家们开始把这种

粒子本身叫作电子
一

电子
,

是人类认识的第一个基本粒子
 

它

不仅使道尔顿的化学原子显示出了物理上的实

在性
,

更使人类的智力活动空前地跃进 .

电子被发现以后
,

人们自然想到了原于的

结构问题
 

原子是不带电即电中性的
,

而电子

带负电荷
,

显然
,

原 子中必定含有带正电荷的物

质
 

这种带正电荷的物质是什么东西
,

正
、

负电

荷在原子中是怎样分布的呢 ∀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卢瑟福及其合洋者通

过用阿尔法粒子轰击金属薄膜的实验
,

回答了

原子 中的物质和电荷的分布问题
,

并且为处理

这类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买验方法
 

他们用

高能量的天然放射性粒子对准 很 薄的金属箔
,

川
、

这些子弹飞过金属箔时的偏转情况来推断金

属原子中电荷的分布
 

在实验中他们发现了意

夕4
·

的情况 ! 有些子弹射到靶 上后被弹开了
,

有

的甚至反弹 回来
 

卢瑟福 惊 叹道
! “

这在我的

一生中的确是最不可思议的事件
 

就象你对一

张薄薄的纸发射一颗 巧 英可的炮弹
,

而这炮弹

可以弹回来打你一样不可思议
 
”

惊诧之余
,

卢

瑟福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
,

从阴知道 了原 予

象个什么以及怎样解释队尔法 粒 子的人偏转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原子中含 有 又小又重
、

带正电的原子核
,

电子象行星一样环绕着原子

核
 

∃ − ∃∃ 年
,

卢瑟福在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

会上宣读
一

了关于原子结构的论文
 

正是在这同

一讲坛上
,

道尔顿曾于 ∃ & ∋ ( 年报告过原子星研

失的结朱
 

从原于到原 于核
,

人类的认识历经

百余年
 

三
、

原子核的结构

卢瑟福提出的关于原 子结 构的行星模型
,

使物理学的传统观念和经典理论暴露 出适用范

围上的局限性
,

导致 1
’

0∋ 世纪 0∋ 年 4七量子力

学的建立和发展
 

这门描述微观 世界的 片科能

在短短的几年 中崛起
,

使 0∋ 年代被誉为近代物

理学的辉煌年代
 

与量子力学的辉煌相比
,

在

这个时期人们对原子核的了解就显得太少
 

发现原子核以后的 0∋ 年中
,

人们对核的认

识只到这一步
! 所有元素的原 了核都是由氢原

子核�后来称为质子 �和电 于组成的
 

例如
,

氦

原子的原子量为 ,
,

原子序数为 0
,

所以它的核

�阿尔法粒 子 �被设想为由 斗个质子和 0 个电子

所组成
,

这就得知氦核 的 电 荷 为 0 个电荷单

位
 

为了准确了解原子核的结构
,

必须打碎原

子核
,

然后看它变成什么
 

卢瑟福于 ∃ − ∃) 年首

先实现核的分裂
 

当年他在曼彻斯 特 对少
、

说 !

“

我正在从事一些实验
,

它们暗示 可以 用人工方

法分裂原子核
 
”

他最早实现的人工核反应过程

是氮核的分裂
 

这是用阿尔法粒 子轰击氮的原

子核而敲出质 子
 

这表明质子是构成氮核的一

个成分
 

在此之前
,

人们早就发现有些原于核

能发射贝塔射线 �即电子�
 

基于这两点
,

人们

普遍认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电子构成的
 

卢瑟

福 ∃ − 0 ∋ 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中
,

对许多新

型的原子核作
一

了猜测
,

并想象它们全是由质子

和电子组成的
 

为了解释原 子核的质 量数与电

荷数不等的事实
,

他猜测在原子核中 可能存在

卷 , 期 �总 斗。期�



着与质子质量差不多的中性粒子
 

这种中性校

子仍被想象为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 的 复合物
 

为什么原子内的电子有的被紧紧束缚在很小的

核内
,

而有的则在核外颇有活动余地的轨道上

旋转 ∀ 上述核结构必然要引发的这个问题
,

历

经多年无人作答
 

∃− 0 − 年 玻 特 和贝克用高速阿尔法粒子轰

击被和其它轻元素时
,

发现有一种穿透力极强

的辐射产生
,

这种辐射物比早先卢瑟福研究过

的来自核蜕变的质子的穿透力大得多
 

他们没

弄清这种辐射物到底是千十么
,

以为是象光
、

5 射

线或 �幼射线一样的东西
 

约里奥
一居里夫妇对

被核释放的能量作 了计算
,

发现这种电磁辐射

的能量竟比阿尔法粒子所携带的能量大 ∃∋ 倍
 

这使他们大为惊诧
,

甚至怀疑起能量守恒定律

来了
 

∃ − ( 0 年
,

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着手研究

披的射线
 

他很快就发现
,

如果镀发出的射线

不是象光一类的毛磁辐射
,

而是质量与质子相

当的粒子的话
,

实验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便不复

存在
 

查德威克马上就公布了他的发现
,

用人

们早就知道的名字
“

中子
”

来称呼这种中性粒

子
 

也象卢瑟福一样
,

他认为中子是质子加 电

子的复合粒子
,

而不是基本粒子
 

查德威克虽然发现了中子
,

却没有推测 中

子在核结构中充当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立即被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和苏联物理学家伊凡

宁科解决了
 

他们各自撰文提出原子核由质 子

和巾子组成的假说
,

两人的论文都于 ∃ − ( 0 年发

表
 

当时
,

海森堡依旧认为中子是复合粒子
,

所

以
,

原子核的最终组分仍被认作质子和电子
 

认为中子应该是个基本粒子的 物 理学家
,

最早的可能要数海特勒和赫兹伯 格
 

∃− 0 − 年
,

他们都是 0+ 岁
,

在研究双原子分子的光谱时
,

发现这种光谱与原子核 中所含选本粒子数的奇

偶胜紧密相关
 

若将中子视为质子和电子的复

合物
,

这种粒子数规则便与一些分子光谱相矛

盾 / 若将巾子也看车象质子和电子一样的基本

粒子
,

矛盾就不出现
 

这两个人的工作
,

查德威

克在发现中子时 是知晓的
,

却未予重视
 

简而言之
,

中子被视为原子核的组分成员

之一
,

是在 ∃ − ( 0 年 / 而成为普遍认可的基本粒

子家族中的一个成员
,

可能延至 ∃ − ( , 年 抑 或

∃− ( ∗ 年
 

也只是这个时侯
,

物理学家们靠集体

的智慧
,

终于穿越了谬误与真理之间的似乎很

短的距离
,

对原子核的结构有了正确的认识
 

四
、

物质的墓元
—

夸克

物理学家们认识原子核的结构之后
,

便知

道通常物质是由电子
、

质子和中子构成的
,

并且

知道光子是传递电磁 力的媒介 粒 子
 

0∋ 世 纪

(∋ 年代初期
,

人们普遍认为这 , 种粒子是基本

的
,

即它们不是由更小的基元构成的
 

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目的
,

是想

找到支配复杂的大 自然的最基本的原理
,

并期

望它简单明了
 

因此
,

当科学家们发现意料之

外的情况时
,

往往是不情愿的
 

宁可将 中子看

作复合粒子
,

而迟迟不愿增加一个基本粒子数
 

尽量简明化的企图
,

可能是导致这一实例的诸

多因素之一 然而
,

科学家们又是最能正视现

实的
,

哪怕是残酷的现实也敢于接受
 

这正是

科学精神的一部分精华
 

, 种基本粒子的图像尚在构画之中
,

新的

基本粒子的不断出现便破 坏 了 这 一简单的画

面
 

人们先后从宇宙线中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

即正电子
、

缪�沁子
、

派�动介子和一些奇异粒

子
 

,∋ 年代中期之后
,

打碎基本粒子的有力工

具
—

粒子加速器一台接一台地建成了
 

物理

学家们从而能在实验室里用人工方法制造基本

粒子的反应过程
 

从 ∃ − , ( 年发现反中微子起
,

陆续发现了反质子
、

中微子
、

反中子
、

反西格

马负超子
、

多种介子
,

以及很多基本粒子的变

种 �术语称共振态 �
 

到 ∃ − ∗∃ 年
,

基本粒子表

里就列有一百多种粒子
 

这些粒子
,

除了质子和

反质子
、

电子和正电子
、

中微子和反 中微子
、

光

子之外
,

余下都是不稳定粒子
 

不稳定的意思
,

是指这些粒子存在的时间很短
 

例如自由 �指

不被束缚在核 内�中子的寿命要算长的
,

也不过

& &) 秒
,

缪介子的寿命为 ∃ ∋ 一 ∗

秒
,

中性派介子只

有 ∃∋ 一 环 秒
 

这些短命粒子一般是在 稳 定粒子

的碰撞中产生的
,

产生后转瞬就变成别种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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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以为基本粒子的质量特征与其它

性质有密 切联 系
,

于是按质量大小给它们分为

三类并给每类一个统称
 

质量大的叫重子
,

例

女。#质子和中子 /质 量小的叫轻子
,

例如电子和无

质璧的中微子 / 大小介于二者之间的叫介子
,

例

如派介子
 

后来发现粒子的一些主要性质并不

依赖质量
,

该划在轻子一类的粒子竟比某些重

子的质量还大
 

人们虽然还沿用原来的称谓
,

但

对老名称的字面意思已 不在意
 

∃ − , − 年
,

费米和杨振宁就提出核子 �质子

和中子的统称 � 有结构的费米
一

杨模型
 

随着

丛本粒子数目的增多
,

物理学家们逐渐意识到
,

“

基本粒子
”

尤其是重子和介子
,

并不是理想的

基本单元
,

先后提出了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多

种模式
 

∃ − ∗ , 年
,

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和茨韦

格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三夸克模型
,

认为重子和

介子都是由夸克组成的
 

根据已知粒子的一些固有属性来推测
,

夸

克必须具备一些奇怪的特性
 

组成一个重子需

要 ( 个夸克
,

组悦一个介子需要一个夸克和一

个反夸克
 

为了使重子具有正确的电荷数
,

夸

克必须携带 ∃ 6( 或 0 6 ( 个电子电荷单位
,

简单

地说
,

是带分数电荷
 

这种强子 �通过强力发生作用的粒子即重

子和介子的统称 �结构的夸克模型
,

到底是一种

数学工具
,

还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 ∀ 很
一

长

时间内人们一直疑惑不解
 

兹韦 格 曾在 &∋ 年

代初的一个报告中写道
! “

理论物 理 学大家庭

对这个模型的反应总的来说是不友善的⋯ ⋯作

为核民主囚公民的强 子
,

是由带分数量予数的

基本粒子组成
,

这个想法似乎有点荒唐可笑
 

但

是
,

这个想法显然是对的
 
”

中国北京基本粒子物理理论组从物质结构

的角度来看待夸克
,

认为它们是物质结构的一

个层次
,

于是在 ∃ −“ 年提 出了层子模型并构造

了相对论性协变的层子模型理论
 

在夸克模型的发展中人们发现
,

必须给每

种夸克加 上
“

红
” 、 “

绿
” 、 “

蓝
” ( 种

“

颜色
”

标记

�或说量子数 �
,

否则在构造某些强子时必违反

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
泡利不相容原

理
 

值得称道的是
,

早在 ∃ − ∗ ∗ 年
,

中国科技大

学刘耀阳教授就在《原子能》杂志上提出了类似

的看法
7  

在夸克模型建立之初
,

只需要 ( 种夸克即

上夸克�
8

�
、

下夸克�9 �和奇异夸克�
:
�

,

就足以

构造当时所发现的所有强子
 

) ∋ 年 代 理 论和

实验 上的深人研究表明
,

应该存在 ∗ 种夸克
,

除

了以前的 ( 种外
,

还 应该有聚夸克�
; �

、

底夸克

�% �和顶夸克�
<

�
 

寻找单个夸克的实验的失败
,

使人们了解

到夸克的另一新奇之点
! 夸克只能作为强子的

组分存在于强 子内部
,

它们本身却没有单独存

在的自由
 

换言之
,

夸克总是被两个一起或三

个一群地囚禁在强子樊笼巾 . 这是与构成原子

和原子核的组分粒子的境遇大不相同的地方
 

既然 不能直接看到单个夸克
,

物理学家们

就根据高能粒子的相互作用及转化情况
,

来 寻

找夸克存在的证据
,

从而间接地发现夸克
 

∃−∗ −

年
,

美国斯坦福 直线加速器中心进行了考察质

子和中子的内部情况的第一批实验
 

用接近光

速的电子轰击氢靶中的质子
 

实验数据 2正实了

质子内部的小硬点�部分 子�带的电荷正好是夸

克的分数电荷
 

∃ − ) ( 年前后
,

从西欧核子中心

嘎嘎麦尔 �= 盯> ? ≅ ? ## 。

� 气泡室用高能 Α
一

扫微子

轰击质子的实验所获 丹的结 果
,

与上述电子实

验的结果一致
 

根据这些证据
,

再考虑到由
3

匕

夸克
、

下夸克和 奇异夸克的两夸克态或三夸克

态构成的粒子已在 普通 勿质或宇宙线 中多有发

现
,

所以这三种夸克的存在 至此已毋庸置疑
 

然

而
,

对于粟夸克
、

底夸克和顶夸克
,

它们不会在

普通物质 里出现
,

只能在高能物理实验中产生

可能包含它们的束缚态粒 子
 

因此
,

寻找这 (

种夸克的过程是艰难而又漫长的
 

尽管是大海

捞针
,

物理学家们还是凭着持之以恒的求索精

神
,

历经 0∃ 年
,

终于将
‘

色们一一 发现
 

∃ − ) , 年
,

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丁肇中实验组和斯坦

�下转 第 −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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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编辑邹汇编
、

经谢治成
、

黄涛审定
、 ∃ − & ,

年由科 学出版仕 出版的《基本校子物理发展史年表
冲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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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迅速发展
 

巴克拉 �Β
 

=
 

Χ ΔΕ Φ# Δ� 发现 5

射线被元素散射会产生次级 5 射线辐射
 

塞格

巴恩 �Γ
 

Η
 

=
 

Ι 2ϑ > % Δ Κ Λ
� 确定了各种元素

的特征 5 射线谱
,

出版了《5 射线光谱学》一书
,

开创了 5 射线光谱学和元素的 5 射线分析新领

域
 

为此他们先后荣获 ∃ − ∃ ) 年及 ∃ − 0 ,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
 

5 射线晶体结构分析技术 和 理论的 发展
,

还导致了结构化学发生革命 性 的 进 展
 

鲍林

�Μ
 

Ν Δ 8# 2Λ > �领导的小组测定了一系列氨基酸

和肤的晶体结构
,

总结出形成多肤链构型的基

本原则
 

为此鲍林荣获 ∃− + , 年诺贝尔化学奖
 

霍季金 �Ο
 

Π ? 9 > Φ2 Λ
� 领导的小组测定了一系

列重要的生物化学物质的晶体结构
,

其中包括

青酶素和维生素 Χ ?  

为此她荣获 ∃ −∗ , 年诺贝

尔化学奖
 

李普斯康布 �Θ Ρ
 

Μ2 Σ : ; ? ≅ %� 研

究硼烷结构化学的工作获得了 ∃ − ) + 年 的 诺贝

尔化学奖
 

5 射线的发现对生物学也产 生 深 远 的影

响
 

0 − 0 ) 年马勒 �Π
 

1
 

Η Δ Ε ##8
� 用 Τ 射线人

工诱发果蝇突变
,

开辟了遗传学研究和实际应

用的新领域
,

为此他荣获 ∃ − , ∗ 年诺贝尔生理学

医学奖
 

脱氧核糖核酸 �Ο Ρ Υ �是 重要的生命

基础物质
,

∃ − + ( 年克里克 �ς
 

Π
 

Β Ε 2ϑ Φ � 等人

根据 Ο Ρ Υ 晶体 的 5 射线衍射实验结果
,

建立

了 Ο Ρ Υ 分子螺旋结构
,

把遗传学的研究推进

到分子的水平
 

为此他 们 荣获 ∃ − ∗ 0 年诺贝尔

生理学医学奖
 

随后不久
,

霍利 �Ω
 

Π ?# #Ξ �等

人根据 Ο Ρ Υ 的双螺旋结构
,

破译了其上所载

的遗传密码
,

为此他们荣获 # Ψ & 年诺贝尔生理

学医学奖
, Ο Ρ Υ 结构的发现和遗传密码的破

泽
,

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
,

是人类揭开生命

�上接第 ) 页�

福实验室的里克特实验组各自独 立 地 发 现了

节
一

筛 �16必� 粒子 �比 �
,

从而证实了桑夸克的

存在
 

∃ − ) ) 年美国费米实验室的莱德曼实验组

发现了宇普西隆介子 �%石�
,

从而表明了底夸克

的存在
 

直到 ∃ − − , 年 , 月
,

费米实验室才宣布

该实验室的 ΒΟ ς 组观察到了顶夸克存在的实

验证据
,

出于审慎
,

没有用
“

发现
”

一词
 

到了

之 谜的一个里程碑
 

蛋 白质结构的测定是分子生物学发展史上
·

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
 

应用 5 射线衍射分析

方法测定肌红蛋白和白红蛋白晶体结构的工作

始于 (∋ 年代
,

前后 0∋ 多年牵涉众多科学家
,

终

于在 ∃− ∗ ∋年被测定出来
,

在实验技术和分析理

论 上都有新的突破
 

作 为 代 表 人物
,

一

肯德鲁

�1
 

Β
 

Γ ϑ Λ 9 Ε ϑ Θ � 和佩鲁茨�Η
 

ς
 

Ν ϑ Ζ Λ <[

�荣

获 ∃− ∗0 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他们两人之后
,

由

于测定蛋白质晶体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还有美

国的德森霍弗 �1
 

Λ ϑ 2: ϑ Λ Κ ? ∴ϑ Ε

� 和德国的胡

贝尔 �Ω
 

Π 8 % ϑ Ε
� 及米歇尔 �Π

 

Η 2ϑ Κ ϑ #�
,

他

们测定了光合作用中心的三维结构而荣获 ∃− &&

年诺贝尔化学奖
 

5 射线的发现和广泛应用
,

推动了科学技

术革命性的迸展
,

开拓了新的技术领域
 

今天
,

5 射线光刻技术
、

5 射线显微技术
、

5 射线层析

成象技术和 5 射线激光等技术在微电子
、

光 电

子
、

材料科学和 医学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

特

别是 5 射线层析成象技术
,

实现了三维立体成

象
,

为此科马 �Υ
 

Γ ? ≅ Δ
� 和豪恩 斯 费 耳 德

�ϑ
 

Π Δ 8 Λ : ∴ϑ Ε 9 � 共享了 ∃− ) − 年诺贝尔生理学

医学奖
 

站在历史的长河上
,

回望 5 射线的发现及

其应用的发展
,

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

社会的进步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 年 前人们

称它为未被认识的射线
,

∃∋ ∋ 年后的今天
,

它已

被广泛地应用于 自然科学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

域
,

为科学技术和人类社 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
,

各学科相互渗透
、

相

互促进的今天
,

面对 0∃ 世纪的挑战
,

可以预言
,

5 时线将有更加挥煌灿烂的未来
 

∃ − −苏年 ( 月
,

Β Ο ς 组找到了更多的证据
,

并

且另一实验组 Ο ] 组用不同的方法也找到了顶

夸克的衰变事例
,

于是宣布了顶夸克的发现这

一重大成果
 

至此
,

把轻子和夸克放在同一层次上
,

并将

它们看作物质结构的基元
,

已成为科学界 普遍

接 受的现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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