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中国人名命名的物理学名词

秋 埔

� � 年前
,
周培源先生在中国物

理学会首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词中指出  “在旧社会里
,

我们受到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 响 是 很 深

的
,

许多人可以说出外国物理学家

生平的小故事
,

但很少知道墨子在

几何光学上的发现
,

也很少知道指

南车和火箭的发明
!

⋯⋯要肯定我

们祖先在物理学上有伟大的贡献
! ”

“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业务努 力 是

有成果的 ∀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中
,

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贡献也有它一

定的地位
,

值得我们感觉到骄傲
。”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

生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

中国和华裔

科学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
,

要比他

们享有的荣誉要多
!

特别是中国前

辈物理学家
,

在极其艰苦条件下
,
为

整个物理学大厦做出了许多开拓性

奠基工作
,

我们是没有理由忘怀的
。

他认为
,

整理和评价当代中国学者

的科学贡献
,

应当是中国科技史研

究的重点之一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

历史性的贡献
,

宾当恢复其历史本

来面目
,

不可马虎
!

鉴于此
,

本文历史地客观地向

读者介绍以中国人名命名的物理学

名词
!

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是聪

明的
,

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

特殊的贡献
!

一 吴有训效应

众所周知
,

美国物理学家康普

顿 #∃
!

%
·

& ∋ () ∗ + ∋ )

, 经过长期研

究
,

终于在 − . � / 年采用 0 射线分光

仪研究石墨对 0 射线的散射时发现

了康普顿效应
!

但这一具有伟大意

义的发现
,

却遭到哈佛大学 0 射线

专家杜安尼 #1 23 )4 , 的极力反对
。

在第二年英国科学促迸会多伦多会
‘

议上
,

杜安尼提出所谓“箱子效应” ,

被与会者多数所接受
!

此时
,

正在

芝加哥大学赖尔森物理实验室读研

究生的吴有训
,

接受康普顿的邀请
,

以高超的实验技术
、

严密细致的工

作
,
为验证康普顿效应作出了杰出

的贡献
!

清华大学教授郭奕玲在一

篇被杨振宁称为“写得很好”的文章

中
, “把吴有训先生到底有何贡献写

了出来
!

”在这篇题为
《

吴有训与康

普顿效应
》

一文中
,

郭奕玲引用了王

大明在
《

康普顿效应与吴有训的实

验
,

论文中的结论  

“

从 5, “ 年到 − . � 6 年
,

昊

有训就康普顿效应问题发表了

九篇论文
,

他对此问题的主要

贡献是  #5, 用大+ 实 验 事

实
,

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

适用性 ∀ #7, 从实验上推翻所

谓
‘

三次辐射
,

假设 ∀ #/ , 否定

了
‘

箱子效应
,

∀ #� , 用实验手

段确定了康普顿散射过程中变

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工 #或强

度, 比率及其与散 射 角 的 关

系
!

”

− , � 8 年 −− 月
,

美国物理学会

#∃ ∋ 4 ( 9& 3 ∋ ∗ : ; <94 3 5 < ∋ 4 93 + ; , 第
− /8 届会议在吴有训当时所在的实

验室召开
,

吴有训的工作被列为会

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

会上宣读或交

流的论文共计 6= 余篇
,

吴有训论文

被安排在大会第一位宣读
!

这篇文

章后来发表在美国
《

物理评论
,

杂志

上
,

并为该期的第一篇论文
!

康普

顿在他的专著
《> 射线与电子

》

一书

中
,

收集了吴有训的工作
!

其中有

一张吴有训做出的用 − , 种物质分

别测到的散射光谱曲线
,

一直被作

为康普顿效应最有说服力的 证 据
,

并收人许多 0 射线专著和教科书之

中
!

德国哈莱的自然科学院曾推举

吴有训为会员
,

颁发了荣誉证书
!

康

普顿极力称赞吴有训
,

认为他是自

己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
!

国内外科

学家一致公认吴有训为康普顿效应

的发现
、

确证和理论分析作出了重

大贡献
,
包括前苏联学者布洛欣采

夫在内所著科学专著和教科书将康

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
。

吴有 训 效

应
。

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何作

麻在题为
‘

记吴老二三事
》

一文中
,

提出了
“

关千吴老的一次鲜为人知

的独特贡献”的论点
!

他说  

“我认为吴老在康普 顿 效

应方面
,

除了他做了大+ 的具

体实验以外
,

他的独特的贡献
,

是在千首先观察到康普顿效应

予 的
‘

化学移动
,

#? :4 ≅ 9! 5 <城
Α

Β+ ,
!

他在研究康普顿散射时
,

曾使用了大童的不同的化学物

质为靶
,

从而发现不同的化学

成份的物质所引起的康普顿散

射有系统的偏恢 吴老还从+

子力学的理论对这些偏移做了

理论的解释
。

我认为这是物理

学上真正的发现
,

宪全应命名

为
‘

吴有训效应
,

,’!

由于同步辐射新型 光 源 的 出

现
,

可以更好地应用昊有训效应研

究物质的结构
!

这也许是今天的人

们重视昊有训效应的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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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Ε “黄散射”与
“

黄一Φ :” 理

论
含,

− , � Δ 年
,
黄昆在英国布列斯托

尔 #Γ ( 9< ‘= −, 大学当研究生
,

师从

莫特 # Η
!

Ι ∋ + +
, 教授 #7夕Δ Χ 年诺

贝尔物理奖得主,
!

在
《

稀固液体的

0 光漫散射
》

一文中
,

�Χ 岁的黄昆

首先设想出一种物理模型  固溶原

子在晶体中呈杂乱分布
,

不存在超

晶格衍射谱线 ∀ 固溶原子在晶格中

的存在
,

要引起晶格原子的微小位

移
,

在距固溶原足够远的地方
,
晶格

原子的位移量服从 ϑΚ& Λ 定律 ∀ 各

固溶原子对晶格点原子位移的相互

影响可以忽略
!

他在自己设计的物

理模型基础上
,
进行严密的数学推

算
,

得出与 0 射线散射强度有关的

结论 晶格原子位移
,

将使布拉格

#Γ ( ! Μ Μ , 峰变弱
,

并在布拉格峰附

近 出现不可忽视的漫散射 ∀ 该漫散

射同热漫散射混杂在一起
,

在常温

下
,

比热漫散射还弱 ∀ 该漫散射强

度
,

在倒易空间中
,

同布拉格峰的距

离的平方成反比
。

他定量地研究了

稀固溶体的 0 射线散射
,

估算了体

识不同的外来原子所引起的长程晶

格畸变对 0 射线衍射的影响
,

推导

了这种静态畸变造成的漫辐射强度

公式
,

从而开创了 0 射线衍射研究

中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
,
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

这种集中在布拉格峰附

近由点缺陷长程弹性位移场产生的

0 射线漫散射
,
目前在文献中被命

名为黄 #昆, 漫散射 #英 文 缩 写

% 1 < ,
,

或简称为黄散射
!

但这种黄

散射只能在低温下
、

具备高实验技

术才能观察到
!

直到 − . 6 Δ 年
,

德

国物理学家 Ν4 9<5 在研究
,
射线辐

照氟化铿晶体时
,
在布拉格峰附近

观察到了一种与黄昆在 �= 年前所

预言相吻合的漫散射
!

Ν。 −8 − 等人

的实验证实了黄漫散射强度分布规

律
!

此后
,
在快中子辐照铜晶体和

电子辐射铝晶体等材料中
,

国外学

者都观察到了黄散射
,

从而为国际

学术界普遍承认黄散射 奠 定 了 基

础
。

我国学者蒋四南等人在
《

黄昆

0 射线漫散射实验研究
》

这一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
,

用自己

设计的实验仪器
,

在 ” Ο 进行黄昆
0 射线漫散射侧量数据是可 靠的

。

他们依据黄昆散射强度的差异
,
初

步阐明了不同注入元素在晶格中的

占位状态
,

致使这一实验结果进入

国际研究的前沿
,

并于 − . .− 年 , 月
Δ 日通过中国科学院鉴定

,

从而结

束了黄昆漫散射的故乡测不出黄散

射的历史
!

−. � Χ 年
,

黄昆受 ϑ( 6 : 594: 聘

请
,

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任博士后研

究员
!

在前苏联 )4 “∗ 提出光跃

迁多声子结构理论后不久
,

黄昆与

后来成为他夫人的 李爱 扶 #∃ , ( 95

Φ :Π
 
, 独立地发表了题为

《ϑ 中心

的光吸收和无辐射跃迁理论
》
论文

,

首次将分子物理中的夫兰 克
一

康 登

原则推广到处理固体中电子跃迁过

程
,
得到了相应的位形空间变化图

象
,

提出位形空间的变化在固体中

是表现为发射或吸收一个或多个晶

格振动量子
一

声子
!

这篇论文引入

的物理图象对随后深入发展的极化

子理论有直接影响
,

成为人们认识

固体中杂质缺陷上的束缚电子的跃

迁以及半导体中载流子的复合的一

项奠基性理论工作
,
被广泛称之为

“

黄
一
里斯理论 ,’∀ 文中所提出的表征

晶格驰豫强度的量
,
被称作

“

黄
一
里

斯参量” ,

广泛应用于有关的 文 献

中
!

− . 8− 年
,

黄昆提出晶体中的电

磁波会与格波相互藕合
,

形成新藕

合振动模式
!

利用激光拉曼散射等

实验手段
,

已完全证实黄昆所指出

的这类揭合模式存在
,

并被称为极

化激元#∗ ∋ 53 ( 9 。 )

,
!

由黄昆引人的

这个概念
,

已成为理解电磁波与固

体
、

等离子体等相互作用的一个基

本概念
!

黄昆在对此问题进行理论

处理时
,

引人一组唯象的描述光波

与格波祸合的方程
,

确立了极性晶

体研究中光学位移
、

宏观电场强度

与极化强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

由于

这组方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

提供

清晰物理图象
, 已为许多科学者在

分析类似的间题时使用
,
被称为

“

黄

方程”
!

黄昆与 Ι
!

玻恩合著的
《
点

阵动力学理论
》

#1 ;) 3 ≅ 94 3 5 Θ : 4 。( ,

∋ Β & ( ;< + 3 5 Ρ 3 + + 94 4 <

,一书被公认为

这一学科领域的权威著作
!

Ι
·

玻 恩

认为 “

他#黄昆,接受了这个建议
,

并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

不过
,

本书

已变得和我原来的计划 很 不 相 同

了⋯⋯
,

本书的最终形式和撰写应

基本归功千黄昆博士
!
”

− , Δ Χ 年以来
,

黄昆在固体理论

研究方面获得新成果
,

特别是关于

无辐射跃迁绝热近似和静态祸合理

论等价性的证明
,
澄清了 /= 多年来

国 际上在此领域里存在的一些根本

性问题
,

也给比较简单的静态藕合

计算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

他与顾

宗权发展了多声子跃迁理论的多频

声子模型
,

这是具体运用多声子理

论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

认识到不同

频率的声子在不同的多声子过程中

可以起非常不同的作用后
,
他们圆

满解决了多声子光谱实验中的疑难

点
!

在研究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过

程中
,

黄昆与朱邦芬提出一个十分

简明的
“

光学声子且子阱模型” ,
包

含了长程库仑作用对光学声子模的

效应
,

巧妙地迥避了长程作用计算

的复杂性
,

从根本上否定了国际上

沿用 �。 余年由连续介电模型导出

的超晶格光学声子类体模型
,

认为

光学位移在界面处不是极大值而是

节点
!

他们的理论在国际上称之为
“

黄朱模型
”

!

最近
,

他们又成功地

给出国际上第一个系统的超晶格光

学声子喇曼散射的微观理论
,

明确

回答在体材料中电偶极跃迁禁戒的

ϑ ( ∋ :5 9& : 散射在超晶格中被允许的

原因
,
有可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

辟新的方向
。

今 考 文 献

朱洪元
、

中国大百科全书 #物 理



李富斌事件始末 芜茗

约者挽  

正当交动世界科学界的
“巴尔的康

”
事件结束之

际 ,
又出现一起极共罕见的李富斌到窃物理学论文

本件
!

为了引拐本刊广大谈者乃至中外物理学界的

, 视
,
发农芜茗先生编写的

‘
李富斌事件始宋

》
Α

文
,
藉舰大家共阅杜绝弄盛作舰行为

,
徽范地遨守科

技道德规范
!

李富斌事件曝光后
,

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普遍关

注
,

纷纷谴责这种剿窃他人论文的不正当行为
。

然而
,

一个被称为“青年学者”、 “艰苦条件下成才 的 典型气

是怎样变成背叛科学真理的人
,

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

引以为戒的
!

一 李宜斌蒯窃论文前后

据报载
,

来自陕西周至的李富斌
,

于 − . 6 / 年 Χ 月

考人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
,

学习原子核物理专业
,

毕业

后曾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
、

西安建工学院
、

淮北煤

炭师院
、

中国矿业大学工作
!

在淮北煤炭师院工作期

间
,

破格晋升为讲师
,

但同时受到“开除留用察看一年
”

的处分
!

起因是  一年内撕毁公用外文期刊 ” 种
,

� / 8 册
,
达 � 8 / � � 面

Α

5, , 。 年
,

李富斌在美国权威杂志《数学物理杂志
》

发表题为 “在直接相互作用中 Η 个相对论粒子的非相

互作用定理的证明”论文 ∀又在
《

瑞士物理学报
》
发表

题为 “标量粒子和旋量粒子的非相对论超对称二体方

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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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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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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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出的固体物理学家一黄昆教授
!

物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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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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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
李富斌以“关于库仑系统中电流的非平

衡涨落的研究”为题
,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其项目

号 − , − Δ , −斗6 ,

获准 −
!

, 万元资助
!

他在该项目申请书

中列出论文目录有 8− 篇
,

其中外文论文 �8 篇 经查

实
,

李富斌公开发表的外文论文只有 ‘篇
,

其中 / 篇已

有问题
!

其他 −. 篇未发表
,

却编造了年代
、

卷期号
、

杂

志名称和论文题目
!

这年 � 月
,

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工

程物理系致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

认为李富斌 −. .。年

发表在
《

瑞士物理学报》第 “ 期第 , �� 一 , � / 页上的文

章
,

完全抄自来信者与另一位意大利学者两年前在
《
新

试验》杂志第 . , ∃ 期上的文章
,
公式和参考文献完全

相同
!

来信认为  “

这位作者的态度完全违背了我们

物理学者所信奉的科学与诚实的宗旨”!

同年
, 《

瑞士

物理学报》编辑部在该刊第 “ 卷 � −+ 页上发表如下声

明  “ 7! ∃州9) 和 Ζ! [9 5∋ 37
∋ (

教授告诉我们
,

李富

斌在
《

瑞士物理学报》 −, . = 年第‘/卷. �� 页上发表的题

为
‘

标量粒子和旋量粒子的非相对论超对称二体方程
,

的论文
,

实际上是逐字逐段地抄写了他们三年前发表

在
《Η Ζ ∋ Π ∋ ? ΩΙ ∴ Η Θ Κ 》

上的文章—
‘

欧几里得超对

称与相对论二体系统
,

#− . Χ Χ 年第 ”∃ 卷 ” 页,
!

我

们感到遗憾的是
,

这一事实没有被审稿人和编辑注意
!

到
!

为此
,

我们不得不谧资这种不能容忍的蒯窃论文
、

任犯普作权的行为,’!
−. . � 年

,

美国
《

数学物理杂志》编辑部在该 刊第

” 卷 � . / Χ 页上发表如下声明  “

我们得知
,
中国淮

北煤矿师范学院的李富斌在
《

数学物理杂志》 #− , . = 年
/ ‘卷 东/ , 8 至 − / , , 页, 发表的

‘

在直接相互作用中Η

个相对论粒子的非相互作用定理的证明
’

一文
,

实质上

是 Ξ
!

Ι 3 ( ≅ ∋ , Ψ
!

< 3 ≅ 2 ∋ 5, ∃
·

8 −‘ = “ 9和 ϑ
·

7 3 & 4 3 ( 9‘

等发表在 − . . = 年第一百 人卷 ” Δ 至 � 6− 页上文章 的

抄件
!

李富斌承认
,

他的文章是
‘

弄错了
’

才提交的
。

因

此
, “我们决定把他的文章从记录中撤销” !

同年 . 月
,

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

嵘郝柏林致信中国科学报
,

披露李富斌剿 窃 论 文 一

事  “
最近

,

两位正在国外访问的青年学者
,

介绍我读

了两则国际刊物的编辑部声明
!

一则在《瑞士物理学

报
》 − . .− 年第 6� 卷 � −− 页上

,

另一则在《数学物理杂

志]]# 美国, −. . � 年第 // 卷 � . / Χ 页上
!

两者都揭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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