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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以

来
,
武器装备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而不断地改进
,

战场也随之不断延拓 ∀ 从陆地
、

水

面
、

空中扩展到地下
、

水中及太空
,

从人们的视野范围

扩展为国际
、

洲际乃至宇宙间的超视距作战
�

为了赢

得高技术战争的胜利
,

世界各国还在微观粒子领域这

一特殊的战场展开激烈的竞争
�

战场之所以能如此不

断延拓
,
无一不记载着物理学的

“
丰功伟绩 ,’�

一
、

机械原理形成的陆战场

在原始社会末期
,

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

发生了部

落与部落之间的
“
战争

”
�

当时的石制生产工具 �如石

戈
、

石矛
、

石刀
、

石斧等!便成 了最初用于战争的武器
�

物理学的劈尖原理就这样被无意识地运用于人类的原

始
“
战场

”

上
�

古希腊的文化驱使人们有意识地利用杠杆 原 理
,

从此石弓
、

弩炮等投入了战场
�

大约在公元前 #。。。年左右
,
由金属制造的刀

、

剑
、

矛
、

盾
、

盔甲等经久耐用
、

坚硬锋利的进攻武器和防御

武器
,

逐渐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
�

于是
,
战场上万马

奔腾
、

刀光剑影
、

杀声震天的冷兵器战争时代从此开始

了
,
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

,
地面战

争从单一的平琢战场扩展到了山地
、

丛林
、

沼泽和沙

漠
�

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的理论没有取得突 破 性 的 进

展
,

战场上的胜负仅决定于刀剑之间的拼搏厮打
,

因此

这种陆地式战争的前沿推进是很缓慢的
�

 # ∃ % 年
,
哥白尼的 日心说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终予

问世
, &戊为自然科学从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标志

�

随着采矿
、

冶炼技术的发展
,
火炮制造技术

、

炮弹

飞行问题成为当时学者
、

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家的一

个重大研究课题
�

原先人们从直觉上假设炮弹的飞行

轨道先是以直线向前飞
,

然后突然折成垂直下落
�

是

著名物理学家伽俐略首先纠正了这个错误看法
,
他指

出炮弹飞行是直线的惯性运动和垂直的加速运动所综

合成的抛物线轨道
�

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促使人们研制

按照预定的轨道飞行的炮弹
,
刀光剑影的陆地战场在

枪炮声中扩展
�

 ∋ ( , 年
,

詹姆斯
·

瓦特根据物理学中相变潜热的

概念
,
利用分离冷凝器的方法使蒸汽机的效率大大增

高
�

蒸汽机的应用导致欧洲的工业革命
�

卡诺
、

焦耳

等物理学家及工程技术人员的研究又促进了热力学理

论的建立和发展
。

) , 世纪中叶
,

人们

在热力学理论的指

导下
,

不断改进热

机结构
、

改善热机

性能
�

汽油机
、

柴

油机和喷气发动机

等热功能量转换机

械相继问世
�

每当一种新型

热机问世
,

便很快被
“

应征服役
” ,

去装备大量前所未有

的新式 自行火器
�

例如
,  ∋ ( ∗ 年

,

法国炮兵军官尼古

拉
·

约瑟夫
·

居尼奥研制成人类第一台用于牵引火炮

和运输的蒸汽汽车
,

有效地加速了陆地战场前沿的推

进
�

 , + %一  , +呼年
,

法国研制了第一辆装甲车
�

 ∗  #

年 , 月
,

英国研制的第一辆坦克诞生
�

 ∗  ( 年 , 月
,

坦克第一次投人战斗
,

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战斗能力

大大增强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
坦克

、

装甲车辆
、

军舰和飞

机等自行火器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主体
�

陆

战场的情况一改旧观
,
战场的前沿不再靠人行马奔的

速度来推进
,

而是由交战双方的机械化力量来决定
,

并

在激烈的冲突中相互插入
,

前沿趋向复杂化
�

二
、

浮力定律引发的海战场

阿基米德浮力定律阐述了物体沉浮的原理
,

漂浮

于水面的船只装备上武器就成了战舰
�

然而
,

仅靠人

划风推的水面船只
,

无论是在动力方面还是在作战威

力方面
,
都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

 ∋” 年
,
瓦特发明

的实用蒸汽机
,
为船舶提供机械动力装置 带 来 了 希

望
�

 − + . 年
,

英国研制了第一艘不需人力划奖的蒸汽

船
�

 − + ∋ 年 − 月 ∗ 日 ,

美国罗伯特
·

富尔顿制造的第

一艘
“

克莱蒙特号
”
蒸汽轮船下水

,

为了加强关国的国

防力量
,
身患重病的富尔顿又为美国设计了世界上第

一艘蒸汽动力军舰
�

此后
,

各国制造的装甲舰
、

巡洋

舰
、

护卫舰等也都陆续出现在海面上
,
水面战场的区域

迅速扩展
�

浮力定律的进一步运用
,
又使水面战争向水下发

展
�

根据物体浮沉原理布设的水雷
,
时时威胁着战舰

的安全
�

为了防御敌方水雷的侵害
、

并从水下主动地

玫击敌舰
,  ∋ ∋ # 年

,

美国的布什尔内设计
一

制造 了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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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摇螺旋奖为动力的单人驾驶的木壳潜艇
�

随着 物

理学理论的发展
,
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潜艇和 电动潜艇

,

为海战提供 了卓有成效的舰种
,

并在第一次世界大
/
戎

中破广泛使用
�

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
,
世界各国制造

的潜艇总数已达  ( +。多艘
,

几乎等于战前的 ∃ 倍
,

其

中
,

乎虹国潜艇击沉对方的商船总吨位达  今∋ + 多万吨
�

物理与军事在泪互促进中
,

不断地共同发展
�

初

期的动力装置需要潜艇常常浮出水面进行充电
、

换气
,

这就容易暴露目标
、

降低生存能力和战斗力
�

由于物

理学的进展
、

核动力的采用
,

各种舰船与潜艇的航程实

际 丘不再受到限制
�

随着海洋工程和新型材料技术的

友展
,

各种潜艇组成的深海武器系统相继投人战场
,

海

战的领域向深处急剧扩展
�

广泛
�

人们不断从空气动力学原且得到启发
,

从而不

断地改进飞机的类型和性能
,
歼击机

、

轰炸机
、

运输机
、

侦察机等各种类型的飞机使空中战争 日 趋 激 烈
、

复

杂
�

在  ∗ ∗ 年的海湾战争中
,

多国部 队曾出动 ∗ 万架

次的 飞机
,

轮番侦察和轰炸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的目

标
,

平均每分钟一架次
,

投掷了数十万吨炸弹
�

基于动力学原理制成的喷气式飞机和火箭
,
既扩

大了空中战场的领域
,

也加剧 了空中交战的激烈程度 0

火箭又把导弹引人战场
,

使低空中的狂轰滥炸变成了

高精度
、

远射程的有的放矢
�

三
、

流体定律主宰的空中战场

 ∋ − % 年
,
法国蒙特戈尔兄弟的载人气球升上了夭

空
�

在  − ∋ 。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
,

法国利 用空中渠道

以气球作为通信工具
,

突破了德国军队对巴黎的封锁 0

为此
,

德国又专门改造 了原有的大炮
,

用于打击这种通

信气球
�

物理学中气体热膨胀的原理奏响了空中作战

的前奏曲
�

真正的空战是在人们对流体的物理性质有了一定

认识和应 用以后才开始的
�

 − 世纪
,
欧拉和伯努利等物理学家创建了流体力

学
�

 ∗ 世纪
,

英国的斯托克斯
、

法国的泊肃叶
、

英国的

詹
·

麦克斯韦和奥
·

雷诺等科学家
,
对流体力学理论

作了深人的探讨
,

研究了粘滞
、

涡流
、

揣流等方面的问

题
�

流体力学的进展激励着有抱负的美国莱特 兄 弟
,

他们刻苦地阅读了大量有关的科技书籍
,

经过 ∃ 年的

认其钻研
,
于  ∗ + + 年着手制造滑翔机

�

 ∗ + % 年  . 月

 ∃ 日
,

世界上第一架带动力的
一

肺1试 佑成功
�

虽然第

一次仅在空中滞留 % # 秒
,

断了了 %. 米
,

但终究开辟 了

人类
一
吃向空中的新纪元

�

 ∗ + # 年
,

英国的兰彻斯特提出飞冀举力和涡旋理

论
�

物理学理沦迸一步促进 毛艇和 飞机制 造 业 的 发

展
�

对科技新成果最为敏感的军事界
,

很决意识到 飞

机的重要军事价值
,

竟相利用飞机向对方的仓库
、

基

地役掷炸弹
�

飞机开辟 了空间作战的战场
�

 ∗ % 年
,

由于世界各军事强国加紧军备
,

一

飞机的

发展 出现
一

了新飞跃
�

到  ∗ % ∗ 年
,
飞机的身躯由木骨

、

布皮变成了铝骨
、

铝皮
,
时速由 . ++ 公里提高到 #+ + 公

里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空军的出现和介入
,
使空战

与陆战
、

海战合为一体
,

战争进人立体化 ∀ 地上战车轰

鸭
,

天上飞机掠空
,
海上军舰驰骋

�

科学技术的发展
,

使 叭机的军事利用范围越来越

四
、

电磁波促成的四维战场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
物理学的各个分支也在不断

发展
�

 −  , 年
,
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揭示了 电 和 磁的

关系
�

 −%  年
,

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

律
�

与此同时
,

俄国物理学家许林格
、

法国电学大师安

培对电滋学的研究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

美国的莫尔斯

学 习
、

继承
、

总结了物理学家们在电磁学方面的经验和

成就
,

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

成功地制造了世界上第

一台传送
“
点

” 、 “
划

”
符号的 电报机

�

 −略∃ 年
,

莫尔斯

在华盛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会议厅里发出了人类

史 匕第一份长途电报
�

 − #∃ 年
,

英国军队 在 克 什 米

西的劳特兰司令部用电报线路向下级作指示
�

在  − ( 

一  − ( # 年美国国内战争期间
,

有线电报广泛应用于 军

事
,
架设的军用电报线路长 . ∃ + +。公里

,
共拍发 ( #+ 万

份有线电报
�

 − ( , 年
,

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推断电 磁 波 存

在
,  − ∋ # 年

,

建立了经典电磁理论
�

 − ∗+ 年
,
德国物

理学家赫兹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
�

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钻研 了 电 磁 学 理 论
,

于

 − ∗ ∃ 2  − ∗ ( 年研制成无线电报机�与此同时
,
俄 国的

波波夫也制成了无线电报机!
�

 − ∗ ∋ 年
,

无线电报开

始用于海上灯塔和海军舰船之间的通讯
�

从此
,

无线

电通信在陆
、

海
、

空军中广泛应用
�

在  ∗。呼年的 日俄

战争中
, 日本人几乎在所有的军舰上都安装 了马可尼

的无线电报机
�

在此期间
,

其他许多科
·
’

挤家 �如特斯

拉
、

富兰克林等 !对电磁波的反射和折射现象及其探测

方法都做了进一步探讨和研制
�

第一次世界大 战之后
,

德国法 西斯已拥有强大的

空军和海军
,

对英国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

 ∗ % , 年
,
英

国空军建立了一个以 3
�

4� 铁寨爵士为主席的防 空

科学调查委员会来专门解决防空问题
�

正 当 为 难 之

际
,
英国无线电科学家罗伯特

·

沃森
一
瓦特在物理学家

们的研究基础上
,
发明了能产生短促高频高能脉冲信

号的磁控管
,

并发现无线电波遇到障碍能被反射回来
,

提出利用电磁波可以确定敌方目标
�

铁寨了解此情况

‘ 卷 ( 期 �总 % ( 期 !



后
,
与瓦特一起研究

,

雷达的研制获得成功
�

到 / , % ∋

年
,

英国建立了 .+ 个雷达站
�

 ∗ % , 年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夕
,

雷达网已覆盖英国本土沿海
�

在 / , 峪。年不列

颠战役中
,
由于雷达大显身手

,
%∋ 天内德军就损失飞

机  %。。余架
�

从此
,
电磁战已伸向原有的海

、

陆
、

空三

维战场
�

目前
,

警戒雷达
、

侦察雷达
、

炮瞄雷达
、

制导雷

达等各种形式的雷达在战争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

军事领域的斗争向来是针锋相对的
�

几乎就在军

用雷达出现的同时
,
反雷达技术亦随之产生

,
人们从物

理学原理出发
,

采用无源干扰
、

有源干扰等手段来阻碍

对方雷达的正常工作
�

这样
,
战场上的电子战愈演愈

烈
�

从此
,
战争进人了四维空间

,
进入了全新的信息化

时代
�

五
、

近代物理导致的微战场和太空战场

/ , 。, 年
,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建立为物理学对

高速运动物体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

 ∗ ( 年
,
爱因

斯坦又发表了
《
广义相对论基础

》 ,

为探索现代宇宙的

奥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

从此
,
物理学突破了经典

理论的局限
,
进人了近代物理时期

�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震动了物理学界
,
也震惊

了军事界
�

质能关系启示人们
,
重核裂变或轻核聚变

可释放出巨大能量
�

军事家们很快预感到
,

要争夺大

战的胜利
,
必须夺取微粒子所在的微战场

�

美国任命

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杰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为

著名的
“

曼哈顿
”

工程的总负责人
,

同时调集 .. 万科研

人员一起研制原子弹
�

 ∗ ∃ # 年 − 月
, 日本长崎

、

广岛

遭受原子弹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
�

随着原子物理学研

究的不断深人
,
核能的利用越来越广泛

,

核弹头
、

核潜

艇
、

核动力航空母舰等被广泛利用于军事领域
�

量子力学的诞生
,

还解决了原子领域内一系列重

大问题
�

例如  ∗ . − 年
,
洛赫借助量子力学建立了固体

/为能带结构
,

揭示了有关导体
、

半导体和绝缘休的一些

机理
,

使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起来
,

军事中的遥控技

术
、

制导技术也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

原子和分子物理学
、

核物理学
、

固体物理学
、

低温

物理学等新分支的研究和发展
,

使许多高技术的战略
、

战术武器应运而生
,

通信卫星
、

激光导弹
、

红外侦察
、

隐

形飞机等无一不标志着物理学进展的功勋
�

特别是 .+ 世纪 (+ 年代以来
,
以原子

、

电子技术为

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

使火器与机器相结合

的时代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
为军队创制出了更加新

式的武器装备
�

 ∗ # ∋ 年
,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夭后不久

,

不仅

各种侦察卫星
、

导弹预警卫星
、

海洋监视卫星
、

拦截卫

星等军用卫星升上天空
,

而且轨道轰炸武器也出现在

宇宙空间
�

这就意味着基于地球及其表面的战场已经

向宇宙空间扩展
�

为此
,

美国提出了宇宙战略
,
即以宇

宙为战场进行侦察
、

早期预警
、

通信
,
获得宇宙的制控

权
�

 ∗ ( ∃ 年
,
前苏联建立

“
反太空防御组织

” ,
从事太

空武器�如粒子束武器
、

质子束武器
、

空间激光武器等!

的研究
�

 ∗ ∗ 年海湾战争前夕
,

美
、

英
、

法多国部队就已将

战场布设于宇宙空间
,
他们调用了庞大的卫星系统来

侦察伊拉克的举动
�

其侦察卫星的分辨率大约为 +
�

%

米
,

可分辨出地面上的坦克
、

吉普车
、

导弹等
,
判断出运

输车的类型
,
分清坦克

、

帐篷
、

人员数量
,
可以预警导弹

的发射
�

这对指挥中心及时了解情况
、

增强战斗力
、

提

高武器精度等方面都极为重要
�

现时的高技术战争
,
战场已经没有地面

、

空中和水

下之分
,
战场也不再以人们的视野为界

,
也没有战场的

前沿和后方之分
,
既可以是大规模的立体战争

,
也可以

是灵活机动的小规模局部战争
�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
,

激光武器
、

电磁炮
、

微波波束武器
、

粒子束武

器等将相继出现在未来战场上
�

空间技术的发展
,
又

会使外层空间在不久的将来成为
“
空间战

”
的激烈战

场
�

回顾人类的战争史
,
我们不难悟出一个真谛 ∀ 物

理学的发展促进了战争武器的不断发展
,
同时也使陆

战
、

水战
、

空战不断交错地发展
、

推进
、

加剧
、

延伸
, “
战

场
”
的概念也随之不断地延拓

�

展示未来
,

物理学原理

必将对人类战争起着愈益不可估量的作用
,

现代物理知识增刊

—
现代物理知识与教学现代化

—
征订启事

盔于目前全国高等和专利
一

院校
,
以及有关教育部 授为这期增刊撰文

�

我们相信
,

这些文章对正在从事

门
,
正在研讨理工科物理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现代 物理教学现代化的大专院校的教师定能有所启迪

�

化问题
,

不少人希望本刊能为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教
“

现代物理知识与教学现代化”增刊
,
 ( 开

, . ++ 页
,

学改革活动做出应有的贡献
,
为不负众望

,

我们出版了 定价 (
�

#+ 元�含邮资!
,

由本刊编辑部办理邮购
,
欢迎汀

 , , 呼年
“

现代物理知识与教学现代化”增刊
�

北京大 阅 /

学
、

清华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
、

北京工业大学
、

北京师范

二
现代钧班知识 , 编辑部

大学等高等院校
,
以及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和教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