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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凝聚态理物学进展概况
记得杨振宁先生曾在中国 第三届昊健雄物理奖大

会上说过 � “
物理学在二十世纪最后的这些年

,

发展的

方向非常之多
�

⋯⋯非常高兴的是 刚才黄昆念的六个

初选的工作题目
,

都是凝聚态物理方向的
,

这是非常正

确的方向
�

我个人认为
,

凝聚态物理是以后十年
、

二十

年物理里头最有发展的方向
� ’

,’’这么多的中国年轻人
,

走到凝聚态物理的方向
,

表示这个方向是很正确的
”

�

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

也证实了杨振宁的看法
�

大家知道
,

物理学的研究一直是从处理简单系统的规

律入手
,
如牛顿力学

、

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都是如此
�

不过
,
诚如冯端在一篇题为

《  ! 世纪的凝聚态物理学
》

文章所言
,

在经典物理学中物的成分较小
,

理的成分较

大
�

但自从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的发展使人们掌握了

认识物质世界的钥匙后
,

物理学中物的成分与理的成

分相互平衡
,

平分秋色
�

随后是粒子物理与凝聚态物

理分道扬镰
,

前者探索更微观领域内简单系统的基本

规律
,

而后者则面 向复杂的物质世界
�

凝聚态物理学的发展
,

生动地体现 了从简单物质

向复杂物质发展的规律
�

而对称破缺导致有序相的出

现
,

却是凝聚态物理学的核心问题
�

它的重要成果之

一
,

在于初步理解物质系统层现性质
�

如诺贝尔物理

奖得主德燃纳与爱德华兹等
,

在液晶物理和高分子物

理等领域中出色的工作
,
就是将处理简单物质行之有

效的方法逐步引伸去处理化学成分和结构层次更为复

杂的物质
�

由此可见
,

凝聚态物理学正在向化学
、

生物

等相邻学科中渗透
,

甚至将导致物理学本身面目的改

变
,
物的成分将进一步加重

,
可能会盖过理的成分

�

这

一特点
,

被冯端等著名物理学家看成是  ! 世纪物理学

的重要特征
�

去年
, 《
物理学进展

》
杂志出版了

《
凝聚态物理学进

展
》
专辑

,

报道了我国凝聚态物理学近十几年的进展
,

总结了我国在晶体物理与材料设计
、

高温超导体
、

理沦

凝聚态物理学
、

实验凝聚态物理学
、

晶体缺 陷与结构相

变
、

多层膜与超晶格和纳米材料几方面的成就
,

介绍

了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冯端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突出贡

献
�

现将该专辑的文章介绍于后
�

的近似等级
,

揭示 ∀#
∃

% &∋
( 、

) % ∗ +
,

晶体电场

感 应 倍 频系数 礼卜
,
,

�
盆钾

−
比值的变化与中

心 . 离子的相对 位 移
、

能带绪构
、

. 一+ 键离子

性之间 的关 系 / 通过倍

频系枚和能带结构关系

的研究
,

有可能把晶体

倍红系数作 为 检验 能

带结构 毕否 工确的一个

新的氨荃 � 由作者提出

的计算公式
,

可以计算

出在外电场作用下中心

. 离子相对于配位体氧

原子 的 位移量 ‘ 0 ,

并

和外电场作用下的感应

自发极化 1 二

的实验值

相一汉
�

 蒋民华 � 非线

性光学晶体材料的研究

进展

作者系统地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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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理论凝聚态物理学

一 晶体物理与材料设计

3 陈创天
、

俞琳华 � 钙钦矿型晶体的倍频系数和

离子位移
、

能带结构间的关系

作者系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科研人员
,

曾

于 ! 7 8 9 年提出
“

非线性光学效应的离子基因理论
” ,
对

钙钦型等体系的倍频系数作了理论计算 / 又于 ! 7 :! 年

建议采用
“
晶体倍频系数的平均能带近似计算法,’/ 在

此基础上
,
作者从能带理论出发

,

计算了钙钦矿型晶体

的倍频系数
,

认为由
“
平均能带近似法”仍可得到

“
钙钦

矿型晶体倍频效应基因理论”几个基本论点
,
给出后者

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在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
,

主要表 现在 如 下 方面 � 从 ) ; < 到
) % 1 ,

从 = > 1 到 ? ≅ Α ,

从 Β Χ 1 ; 到 Β Δ > . ,

从 = %

到 ∀. Β ,

从体块到薄膜
,

从品体化学到晶体物理
,

这是

一个逐步深化基础研究
、

不断开拓新领域的过程
�

( 阂乃本 � 微米超晶格的概念
、

效应和应用

作者在引言中介绍了微米超晶格理 论的发 展简

史
,

认为在 ! 7 Ε 7 年 Φ ∀ ∗ Γ & 和 % 、Η
提出了半导体超晶

格的概念后
,

 ∋ 多年来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大量的理 论

与实验研究
,

致使半导体超晶格在今夭已成为发展光

电子学和微电子学器件的重要材料
�

半导体超晶格的

周期Ι特征长度−为纳米量级
,

可与 Χϑ . # “ Κ3 &ϑ 波波长

比拟
,

小于电子的平均自由程
,

因而产生一系列新颖的

效应
�

鉴于其特征长度
,

可把半导体超 晶格称之为纳米

赳品格
�

在介电材料中重要的物理过程
,

是经典波匕光

波和超声波−的传播与激发过程 / 在具有调制结构的介

电晶体中
,
与微米量级的调制周期相应的倒矢量将参

与经典波过程
,

并产生重要的光学效应和声学效应
�

因

而将这类材料称为光学超晶格
、

声学超晶格或微米超

晶格 / 这是一种新型的人工微结构材料
,

在发展新颖的

光电子学器件和声电子学器件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前

景
�

早在 ! 7 Ε  年
, . 3 + ϑ Λ Μ ϑ # Κ ϑ Ν

等指出
,

利用非线性

极化率的周期跃变和准位相匹配
,
可实现非线性光学

过程的增强
�

关于光学超晶格的设想
,
首先在聚片多

畴 =6 Β Μ +
(

单晶体中实现
,

观侧到倍频光的增强
�

最

现代物理知识



近的实验与理论结果表明
,

可以%3Ο 用光学超晶格获得

倍 频蓝光
、

获得二次谐波谱
、

直接获得三次谐波
、

去设

计四通可调开关
,

以及利用具有微米超晶格结构的光

彼导将半导体激光器的红光转变为蓝光
�

在研究 弹

性波在声学超晶格中传播与激发之后
,

工作频率高过
! ∋ ∋ ∋ ≅ Π 0

的体波谐振券和换能器已利用 = 6Β Μ +
。

和

.∗
�
Β � Β Μ

,

+
� ,

声学超晶格材料研制戍功
�

作者认为
,

通过固休微结构的调制
,

使晶体材料的

物理 。傲伙得到调制
,

若调制波长为微米数量级
,

可与光

波
、

超声波波长比拟
,
将会出现一系列新颖的非线性光

学
、

光学
、

声学效应
,

并在光电子学和声电子学中得到

应用
�

作者将这类人工微结构材料称为微米超晶格或

光学超晶格和声学超晶格
, “
微米超品格

”

概念是
“
聚片

多畴”概念的发展
�

作者指出
,
基于生长条纹对铁电相变和铁 电畴结

构的影响的研究
,

成功地制备出一种新型的聚片多畴

微米超晶格
�

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验演示
,

证明

了这类材料将产生重要的光学和声学效应
,

并能设计

和制备成新型的光电子学
、

声电子学器件
�

作者认为 �

运用近代实验技术控制或调制固体微结构
,

从而能够

发咬一种新型的具有预定微结构的人工晶体材料
�

9 柳百新 � 离子束与固体作用的研究 �非晶化与

分形

作者简要地介绍了离子束与固体作 用的非平衡持

点和离子束方法实验 上的特色 / 概述 了离子束混合研

究非晶化的进 展 与作者提出的预言金国玻璃形成能力

ΙΘ Ρ> − 的唯象模型
,

以及根据热力学计算的自由能图

对 Θ Ρ> 和相关的自发非晶化的诊释
�

近年来
,
作者及其研究组用离子束方法研究分形

现象
,

其主要成果有 � 非晶态结构相变中形成的分形

及其亚稳性
,

磁相互作用对分形凝聚过程的影响
,

固体

藏膜中形成的各种分形新结构
,
以及首次在非晶态固

体甲观察到的一种线缺陷
,
即具有自相似性的旋错环

,

这种旋毛粼月当于晶休中的位错
�

作者认为 � 离 子束方法引人到凝平态物理学的若

干重要课题的研究中乙后
,

褐示了许多新的现象
,

也开

拓了新的研究课题
,

如离子束混合由于具有高达 ! ∋ ”一

!∋
’‘

)厂
∀ ϑ 。
的等效冷却速率

,

因此扩大了非晶态合金的

形成能力
�

又如离子束混合和离子庄人在薄膜中诱导

的分形生长
,

参与的凝秉粒子在 3。” 一 3。” 量级
,

这比

目前计算机模拟所能做到的粒子数至 少大 3。
‘

倍 / 而

薄膜是一种有刊于二维分形生长的环境
,
因此能提供

丰富多彩的分形生长实验结果
,

以推动分形理沦的发

展等等
�

二 离温超导体

! 甘子钊 � Α Η +
Σ

平面上空穴的运动

作者讨论了在外加空穴浓度较低的情况下
, Α Η

仇

平面上外加空穴的状态和运动
,

发展了理论处理这个

间题的方法
�

作者在引言中指出� Α Η +
�

平 面上外加空穴的运

动的描述在了解铜氧化物的高几超导电性 上起着重要

的作用
�

超导铜氧化物的 母系Ι如 = ∗ �
ϑ Η +

9 , Δ . � �
ϑ Η (

+
∃

等 −的 Α Η +
�

平面的电子态可近似为 Τ Η ( Χ
,

和 + Σ1 ‘ �

从满壳层的铜离子 ΙΑ Η ( Χ
, “

− 和氧离子 Ι∋  1
‘

− 出发
,

可看作是每个铜离子上有一个空穴
,

由于强的库仑排

斥作用
,

这个空穴是局域化在铜离子上的
,

具有自旋
3 ,  

�

此系统的基态是反铁磁的绝缘体
�

掺杂引入到

Α Η +
�

平面上的外加空穴是出现在氧离子上的
�

作者还就相干态表象描述自旋前景
、

单个外加空

穴的运动
、

有一定浓度的外加空穴及外加空穴浓度较

高的情况进行的研讨
,

提出了作省自己独到的见解
�

0 赵忠贤 � 有关高温超导研究进展灼几点看法

作者在文中讨论了高温超导体在结构表征
、

物理

和化学特性等方面研究的某些进展
,
高温超 导体的一

些弱点
,

如相干长度短
、

各向异性强
、

超导非均匀性等

都会影响其物理性质和应用
�

作为一个强关联系统
,

高温超导体的正常态性质已能用 目前的理论来定性描

述
,

但充分理解高温超导体的正常态性质和超导机理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

高 %
。

薄膜和多层膜取得令人瞩

目的进展
,

为制备高 %
。

微波器件和超导量子干涉器

件 Ι∀Υ ς6 ; − 提供了基础
,

可望在未来几年内获得应

用
�

作者认为
�
与传统超导沐相比

,

高温超 学体的待

有性质使我们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
,

但

也提供 了机会
�

高温超 导电子学器件的研究工作
,

取得

了令人瞩 目的进展
,

−后几年里可望在某些领域役入

使用 厂� 大规模强 电应用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

有性关键

技术问题有待解决
�

材料方面有关高温超导体的结构

特征
,

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的研究已取得 了很多结果
,

虽还不完全
,

但对我们了解材料的制备方法和结沟
、

性

质以及强相关系统理论极为重要
�

作为一个强 旧关系

统
,

目前的理论 已能定性地描述高温超 导体的正常态

性质
,

但对高温超导态和正常态性质的 根本认识还需

做艰苦的工作
�

高温超导体有着与 于钾儿
3

遨学体相同的

超导特性
,

即
�
零电咀特性 Ι电阻率小于 3。一

’‘; 、 。二 ,

! , : 8 年的测量结果−
, ≅ ϑ & � �

Νϑ
#
效应

,

磁通量子
·

化和

5+
+ ϑ

<Ω
“。Ν

效应
�

. Α Ξ 理论是能解释听有这些现象的

唯一理论
�

. Α Ξ 方程也用来描述高温超导体的超导特

性
,

但 这并不意味高温超导体就是 . Α Ξ 超导体
�

唯象

的 Θ
一 = 理沦能较好地适用于高温超导体

,

但高温超

导体的吮对机理还不清楚
�

( 王业宁 � 离 %Τ 氧化物超导体在 兀 附近的

内耗与超导电性

作者认为
�
内耗与超 声测量表明

,

在高温氧化物

超导体 Δ . ∗ Α Η +
,

. &∀ # Τ ∗ Α Η + 和 % 6. ∗ Τ ∗ Τ Η + 中
,

在

‘ 卷 3 期Ι总 ( ! 期 −



临界温度 %
。

以上儿度至几十度范围总存在一个与晶

格参数跳变相关的类相变
,

铁弹回线
,
形状记忆效应以

及弹性软化ΙΤ
,

和 Τ�
。

− 是这种类相变 的主 要 特征
�

% 6. ∗ Τ ∗ Α Η + 和 . &∀# Α ∗ Τ Η + 在 %
。

以上有一高的背

景平台 ΙΥ留−
,

在 %
。

以下随温度很快下降 ΙΥ彩−
�

Δ . ∗ Α Η + 的 Υ留随氧含量的减少或掺 <# 量的增加而

降低
, Υ尸 的起源可归因于带有动态畸变云的载流子

�

考虑了能隙边的宽化从 Υ甜, Υ耐 值求得 .沼 # Τ ∗ Τ Η +

和 % 6. ∗ Τ ∗ Τ Η + 超导体能隙值为  △
。

,友%
‘

二 斗
�

作者在引言中指出� 在高温超导体发现以后
,

人

们想到是否也像 > !Ψ 超导体一样
,

在其临界温度 几

以上存在某种晶格不稳定或相变
�

为此
,
人们开展了

大量研究
�

内耗 ΙΥ
一 ,

− 与超声衰减 Ι“− 对相变或弹

性不稳定很故感
,

常可给出特别而有用的信息
�

首先

用 内耗和超声衰 减发现
, Δ . ∗ Τ Η +

、
. &∀# ϑ ∗ ϑ Η + 和

% 6. ∗ ϑ ∗ ϑ Η + 中两个温区 ΙΖ 3 + + ) 和 Σ + + ) 附近 −内

出现与晶格参数跳变及弹性软化有联系
,
但无结构对

称性改变的类相变 Ι<= % − 峰 / 而当这类样品 丁
,

下

降较大或不超导时
,

不出现 ! ∋∋ 一  。。) 附近的 <= %
�

近年来
,
作者及其研究组进一步研究了类相变的

特征
,

部分澄清了不同测量结果中存在的分岐
�

关于
 ∋∋ ) 附近的峰

,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某种相变引起

的
,

而靠近 %
。

的峰尚无一致结论
,

特别是 Δ .∗ Α Η +
�

在传统金属超导体的 %
。

附近
,

正常 态的 超声 衰减

Ι∗
。

− 很高
,

是电
一
声子互作用所引起Ι称为电子阻尼−

,

在 %
。

以下发生陡降 Ι“
�

−
,

并有 二 ,

, 二
,

二  , 〔3 [ ϑ ∴ 1

Ι。 , ) % −!
�

从这一关系可求出能隙值 △
�

对于 Δ . Α +
,

也有人测出 “ 或 Υ一 ,

在 %
。

以下有陡降趋势
,

但有不

少人认为
,

由于 %
。

如此高
, %

。

附近不可能有电子阻

尼的贡献
�

另一方面对于 Δ . Α +
,

%
。

附近有两个弛

豫型内耗峰
,

因此 %
。

以下的陡峰可能是属于弛豫峰

的低温边
�

9 丁世英 � 高温超导体磁结构的各向异性

作者综述了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磁结构的一个重

要特征
,
即磁通Ι涡旋−线的几何结构

、

磁通运动
、

磁通

钉扎和临界电流的各向异性
�

作者认为� 铜氧化物高

温超导体Ι铜氧高温超导体− 是典型的第二类超导体
,

除了具有转变温度高
、

相干长度短
、

Θ 访 0 Μ Η #

Κ∃∃ =
∗ 。Χ ∗ Η

参数大等特征外
,
高度各向异性也是其基本特征

�

各

向异性表现在不同的方面
,
如晶体的结构和微结构

、

宏

观电磁性质
、

微观电子性质等等
�

它们除对高温超导

体的许多性质都有重大影响外
,

对于理解高温超 导电

性和超导体的技术应用也十分重要
,

因而是高温超导

研究工作的热点之一
。

三 理论凝聚态物理学的若干问题

! 龚昌德 � 分步 <ϑ& ϑ# Ω 祖变理论一维度效应

作者重新考察了链状结构材料中的 < + &ϑ � !∀ 相变
,

提出了一种分步 <ϑ &ϑ #3∀ 相变理论
,
原因在于弱的链

3司祸合导致通常的 <ϑ &+ 43 �

相变发生畸变� Α ; ] 相

变和金属一绝缘体相变不再同时发生
,
而各出现于不

同温度
�

应用这一理论不仅可解释一些低维材料的反

常
,
而且为新的实验所证实

。

作者在引言部分写道 � < + &ϑ #3 �
相 变是一类链伏

结构材料的共同性质
�

但在一些一维材料的 <ϑ &ϑ #3�

相变实验数据中表现出和寻常的 <ϑ &+ # 3∀ 相变不同的

特征� Τ ; ] 相变和金属
一
绝缘体 Ι≅ 一

3− 相变并非发

生于同一温度
�

在实际一维材料中常存在或多或少的

链间藕合
,

它起着一种高维作用
�

可以预计
,
若链闻祸

合很强
,

则实际上系统已成为一三维系
,

<ϑ &ϑ # 3∀ 相变

也不复存在
�

因此
,

研究低维系统特征如何随高维效应

的影响而改变
,

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

作者在文中

还讨论了准链状结构材料
�

这里的
“

准链状”是指链间

祸合
,

一方面足够弱
,

一维特征仍然是主要的
,
另一方

面又足够强
,
足以抑制热涨落

,
使热力学平衡相变仍然

得以实现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原低维特征仍被保留
,

但

又考虑高维的影响
,

可以想象其结果将导致原来的低

维系中的 <ϑ &ϑ #3 ∀

相变发生某种畸变
�

 孙鑫
�

维度和凝聚态物理

作者根据维度性的分析
,

揭示了低维凝聚态具有

三维体系所没有的一系列物理特性及其原因
,

认为在

物理上维度性通过能谱决定 了低维不同于三 维体 系
,

在几何上维度性通过拓扑使低维体系 具有 了 特殊性

质
�

作者引用了冯端在新著
《
凝聚态物理学新论

》
中论

点
,

介绍了近年来出现的具有低维结构的凝聚态体系

和新材料
,

大体上有三类 � 第一类是材料自身具有链

状
、

柱状或层状的结构
,
如导电聚合物由高分子链所组

成
,

有机超导体Ι% ≅ % ∀ Ρ
,

. Φ ; % 一 % % Ρ− 中的分子堆砌

成柱
,
高温氧化物超导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铜氧层

�

由

于不同的链
、

柱
、

层之间的祸合比较弱
,
具有链状或柱

状结构的材料形成准一维体系
,

具有层状结构的材料

形成准二维休系
�

第二类是人工制备的准一
、

二维结

构
,

如异质结
、

超晶格
、

量子阱
、

量子线等
�

第三类是用

电场或磁场使部分自由度冻结
,

如反型层
,

窄通道
,

磁

通线等
�

这些准一
、

二维体系具有一系列新的物理特

性
,

而这些特性在三维体系中并不存在
�

如一维体系

中的 1 ϑ &ϑ # 3∀

失稳
、

) + Ω Ν
反常

、

扭结 Ι) &Ν Γ −载流子 /

二维体系中的量子 Π ∗3 3 效应
、

) 一% 相变
、

分数统计
�

作者分析低维体系会出现三维体系所没有的物理

现象
,

其原因 � 维度是几何空间的自 由 度
,

不 同 维

度的空间有不同的拓扑结构
,

因此维度性对凝聚态体

系的影响
,

直接来自于几何上的拓扑结构
�

在物理上
,

凝聚态的性质决定于体系的能谱
�

在相同的相互作用

下
,

维度不同可形成截然相异的能谱
�

从而使低维体

系产生与三维不同的物理现象
。

因此概括地讲
,

维度

现代物理知识



探索地外智慧生命

晴朗无 月的夜晚
,

在远离城市灯光的平原上
,

人们

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大约 总共 Ε ∋ ∋ ∋ 多颗
,

由于另一

半球的星星在地平线以下
,

所以
,

一个晚 上人们实际看

到的星星不过 ( ∋ ∋ ∋ 多颗
�

事实上
,

广裹无垠的宇宙中

存在着无数的恒星—
遥远的

“
太阳

”
�

我们太阳 系所

在的银河系恒星总数约达二三千亿颗
�

据天文 学 家

观测估计
,

我们的宇宙中存在 !。
’‘

个类似于银河系的

恒星系Ι称为河外星系−
�

茫茫宇宙中有没有地外
“

智慧生命
”
或日地外文

明 ⊥ 这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非常关心的问题
�

在世界各

地
,

无论是中国
、

印度
、

埃及
,

或是墨西哥和南美的印第

安人那里
,

都有关于
“
外星人

”
的神话或传说

�

随着天

文学的发展
,

关于存在着外星智慧生命的想法变得越

来越具体了
�

在人类文化史上
,

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

是唯心主义者
,

都有人认为地球决非智慧生命唯一的

栖息地
�

重
,
由一种发光的金属组成

�

朵根老人 当时用手杖在

地上画了个椭圆
,

示意这是伴星的轨道
,

然后又在椭圆

的一端画一个小圆圈
,

即天狼主星
,

在主星上方画一小

点圈
,

表示伴星
,

又在椭圆另一端点上许多小点
,

表示

伴星随时在轨道上变动着位置
�

除此之外
,
他们还告

诉客人木星有四颗卫星
�

土 星有光环
�

! 7 Ψ ∋ 年
,

那两位法国人把这些令人惊讶的消息在

祛文的__! 祥洲科学杂志
》
上披露出来

,
读者无不感到非

常惊奇
�

因为这些天文知识 Ι特别是天狼伴星是一颗

超密星 − 即使在比较文明的 民族中间
,

知道的人并不

多
�

那么朵根人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呢 ⊥据美国学

者罗伯特
·

坦普尔访间朵根部落的祭司
、

搜集有关实

物而写出
《
天狼星的奥秘

》

一书中称
,

朵根人的天文知

识是一位叫
“
诺默

”
的

“
神

”
传授的

,

诺默即
“
大狼星人

”
�

在朵根人的图画上描绘有诺默乘坐
“
方舟

”

—
一艘宇

宙飞船下凡
,

着陆的瞬间闪起了一片火焰
�

上述朵根

人的传说似乎表明
,

地外智慧生命曾拜访过地球
�

据有的天文学家分析
,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

因

为从天文物理角度看
,

天狼星及其伴星那 里的环境不

适合生物的生存和发展
�

首先
,

天狼星的年龄不过三

亿年左右
,
而生命从最简单的氨基酸进化到复杂的智

慧生命
,

大约需要几十亿年
�

其次
,

天狼伴星是一颖

白矮星
一

红巨星演化的产物
,

在红巨星阶段
,

星体向外

辐射的热能成倍成倍地增加
�

例如太阳将来演化成红

巨星时
,

地球的海水将被烘烤干净
,
炽热膨胀的太阳将

“
吞食

”
火星

�

可以想见
,

若天狼伴星周 围有行星
,

并且

有生命
,

必将遭受灭顶 之灾
�

一句话
, “
天狼星人

”
的推

测没有科学根据 ⎯ 朵根人的天文知识很可能得自地球

文明民族的传布Ι或者传教士 −
�

“
天狼星人”访问过地球吗

西非马里共和国境内有一个称为
“
朵根

”
的部落

,

该部落从七八百年前起就世代拜祀肉眼看不见的天狼

伴星
�

大约在 ! 7 ( ∋ 年
,

法国人类学家格雷奥勒和达特

莱去那里考察一住就是  ∋ 年
,

他们与部落乡亲们朝夕

相处
,

朵根人十分信任他们
,

终于把本民族最珍贵的秘

密告诉了外来客人
�

当时朵根人四位有地位的老者用

山加语告诉他们 �

天狼星是两颗星
,
即一颗大星旁边陪伴着一颗小

星
,

小星沿椭圆轨道绕大星运转
,

天狼伴星虽小但是最
二� 叫 /弓叫 网州 冲叫 闷卜》 � 叫 月叫冲州 减州闷州 �月叫月州 冲叫冲卜�冲州网州冲叫冲州冲叫洲州二� 叫闷叫 /叨叫

3

性通过两个述径米决定凝聚态的性质
�
在几何上通 过

拓扑
,

在物理上 通过能谱
�

( 李正中 � 重费米子合金的自洽理论及其应用

本文导出无序合金 >“
ϑ # ∀ + Ν

模型的 ∀. 平均场哈

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

行星上生物的发生和发展
,
必须要满足一系列极

其一般性的条件
,

或者说要有生存的必要条件
�

首先
,

生命的诞生
、

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身发 光发 热的天

体—
恒星

�

由天体演化学知道
,
恒星是由气体尘埃

云坍缩而形成的
�

对于密度很低的原始星云在自身引

力作用下收缩
,

渐渐变成一个自转着的扁平圆盘Ι称为

吸积盘−
,

于是中央主要部分因密度增大
、

温度升高发

生热核反应而形成恒星
,

其周围的物质盘渐而形成行

星系统
,

如我们的太阳系
�

科学家设想
,

在每个具有行星系的恒星周围都有

一个区域
,

在那个区域中行星上的温度条件不排斥生

命的发生和发展
�

行星的温度首先取决于单位时间内

密顿量和决定 ∀. 参数的 自洽方程
,
再引进合金的相干

势
、

有效介质的哈密顿量和 Α ; > 自洽方程
�

然后
,

给

出合金的电子 ; + ∀
�

并解释相干效应
�

最后
,

作者还探

讨 了理论对新近发现的 ) ?

ΝΧ
。
绝缘体的应用

�

Ι待续−

‘ 卷 3 期 Ι总 ( !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