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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恰托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
,
苏联原子核科学和原子

核技术工作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 ∀ # ∃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

! ∀ % ∃

年 ! 月 !& 日生于车里雅宾斯克州锡姆村
。 ! , & 。年进人克里米亚大学学

习
�

! , & ∃年大学毕业
�

! , & ∋ 年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
。

从 ! , ∃ 。

年起任该所实验室主任
�

!, # ∃ 年
,

他创建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
�

! ∀ , ∋

年
,

该实验室被改建成规模宏大的科研中心一原子能研究所
�

他在去世前

一直担任该所所长
�

! , (。年该所称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
。

他于 ! ∀ (。

年 & 月 ) 日去世
。

库尔恰托夫一生中主要在电介质物理学
、

半导体物理学
、

原子核物理

学
、

中子物理学
、

重核裂变和受控热核反应诸领域从事科研活动
,

获得了许

多重大的科学成果
�

在电介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 , & ∋ 年
,

库尔恰托夫开始从事电介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

! , & ( 年研

究固体的电解和慢电子通过金属箔等问题
。 ! ∀ & ) 年研究岩盐晶体中离子

迁移率
、

固体电介质中高电压极化作用和电介质绝缘强度等问题
�

! , & + 至
! , & ∀ 年研究固体的离子导电性和混合导电性

、

固体电介质的击穿机制
、

若

干盐的单极导电性
、

击穿和整流机制等问题
�

!, & ∀ 年底
,

他和 ,
�

,� 科别科合作研究酒石酸钾钠极高电容率的现

象
�

! , ∃ 。年他研究酒石酸钾钠的电介质性质和电学性质
,

发现并研究了

该晶体的自发定向作用
。

他指出− 该晶体由自发带电区域所组成 .每个区

域含有相同方向的电偶极子 . 整块

晶体呈电中性
,

这是邻近区域带电

方向相互交替排列的 结果
�

当加

上外电场以后会使弱场区域改变方

向
,
整块晶体就产生大的电矩

�

!, ∃!

年他采用短电脉冲作用的方法研究

酒石酸钾钠的介电常数
,

发现 − 当

优质晶体相互良好接触时
,
它们弱

场的微分介电常数可达 ! ∀。
,

。。。单

位的数值
�

! ∀ ∃ & 年他做了大量实

验研究酒石酸钾钠同晶混合物和酒

石酸铁钠盐的物理性质 . 研究过酒

石酸钾钠内产生的效应跟其结晶方

向的关系和长时间的电场作用对晶

体效应的影响
�

他详细地研究过酒

石酸钾钠的自发极化机制
,

发现 −厚

度比较大的酒石酸钾钠晶体极化率

比较高
�

阐明了该晶体极化率/单

极性 0非对称性的起因
�

他分析了

大量实验资料后得出结论 − 酒石酸

钾钠电体中的内场1 2 1
。
3 丫4 ,

式

中系数 丫 近似等于 # 5 ∃ ”
�

他测定

了酒石酸钾钠电体的居里点
,
发现

了它的下居里点
,

研究了它在居里

点范围内的性质和高于居里点的行

为
�

他还发现 − 在酒石酸钾钠电体

自发定向区域之外的电场力跟经典

的德拜公式和赫尔维格
一

德拜公 式

相同
�

他对纯酒石酸钾钠转化为固

溶体和具有铁电体性质的复杂化合

子而产生一种均匀的
、

完美无缺的

等离子体
,

形成一个高品质的等离

子波
�

如果要在差拍波加速器和痕

迹场加速器中产生一个几米长的等

离子波
,
那么它是十分需要的

�

奎巴克大学的马丁小组进行了

一个非常像乔希做的实验
�

这个实

验有两个等离子体
,

一个提供被加

速的电子脉冲
,
另一个用差泊波方

法进一步使电子脉冲加速
�

在开始

时
,

类似于乔希第一个实验过程
,

使

电子加速后的能量大于 。
�

, 百万电

子伏特
�

然后
,

一束激光使一固体

靶点火
,

产生一种高电子密度和高

温的等离子体
�

分离出来的大能量

的电子被注入第二台等离子体
,
电

子以很快的速度在其中运动
,
被差

拍波进一步加速
。

当研究小组分析

来自差拍波区域的电子时
,

他们记

录下电子能量高达67 8 9
。

因为差拍

波区域的长度仅仅只有 !
�

, 毫米
,

所以等离子体中应存在一个场强约

为每厘米 ∗ 千万伏特的加速电场
。

七

除了为加速拉子设计新工具的

原始目的以外
,

在其他一些领域也

看到了此项研究的希望
�

例如
,

脉

冲星被认为是其中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等离子波
,

在相当短的距离中使

粒子加速
,

得到巨大的能量
。

进一步研究差拍波加速器可以

导致新的 : 射线和 丫 射线源的产

生
�

由差拍波加速的电子引入到钨

箔上
、

从而产生 : 射线
�

电子也可

以注人到一个垂直于电场方向的等

离子波中
,

这些电子在垂直于运动

方向上被加速
,

使它们辐射 : 射线

和 丫射线
。

等离子波技术也将为研究电场

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提供新的机

会
�

等离子波可以产生特别强大的

电场
,

类似的技术可以产生同样强

大的磁场
。

正象许多领域中的科学

研究一样
,

研究等离子体加速粒子
,

其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完全出乎意

料的
。

/根据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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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过研究
�

他的一系列研究为

开拓新的科学领域
、

建立酒石酸钾

钠电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

根据他

的实验及理论研究
, ! , 斗斗年苏联物

理学家  
�

7
�

乌耳及其助手古利德

曼发现了一种新型的酒石酸钾钠电

体
—钦酸钡

,
它具有极高的铁电

性质
,

从而为现代技术广泛使用新

型电介质的研制工作奠定 了基础
�

! ∀ , # 年另一位苏联物理学家 <
�

=
�

斯摩梭斯基又发现了一系列新型的

铁电晶体
,

其中包括同时具有电学

和磁学有序的铁磁铁电体
,

具有模

糊相变的铁电体
,

进一步扩大了铁

电体领域
�

在半导体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 , ∃ ! 至 一∀ ∃ & 年
,

库尔恰托夫

对半导体物理学进行了研究
�

他和

>
�

万
�

西涅利尼科夫合作研究具有

阻挡层的光电管
,
精细地确定了这

种光电管跟内光电效应的关系
�

他

对半导体金刚砂的电 阻进 行了测

定
�

发现 − 金刚砂的实际电阻率比

较小
,

其数值为 。
�

, 欧姆
�

在实验

中测得的金刚砂电阻比较高
,
这实

际上是样品颗粒的接触 电阻
�

他

应用电子通过阻挡层隧道效应的理

论
,

对自己所获得的实验结果作了

圆满的解释二 他还研究过金刚砂安

全装置中的非线性电流
�

建造产生快速粒子的装里

从 !∀ ∃ & 年开始
,

库尔恰托夫的

科研工作转向原子核物理 学方 面
�

∗ , ∃ ∃ 年他和助手在列宁格勒 物理

技术研究所建造了高电压装置
,

以

及能够将质子束加速到 ∃ ∋% 千电子

伏特能量的加速管
�

后来他参加了

鸟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高电压装置

的设计和建造
�

! , ∃夕年
,
在他的领

导下
,
列宁格勒镭研究所建造了苏

联第一座回旋加速器
�

卫国战争期

间
,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

究所回旋加速器的建造
�

这座加速

器是当时欧洲功率最大的回旋加速

器
�

当时他研究出一种新的方法
,

使回旋加速器处于 最佳 的工 作状

态
,

产生了很强的中子流
。

发现并研究核的同质异能现象

! , ∃ # 年底
,

库尔恰托夫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开始进行人工放

射性的研究
�

!, ∃ ∋ 年 # 月
,
他和 ;? − 梅索夫斯基

、

月
�

�
�

鲁西诺夫以及

 
,

 
�

库尔恰托夫一起公布了他们研究浪的人工放射性的结果
�

库尔恰托

夫等把从澳乙烷中分离出的澳经慢中子照射后
,

发现有三个半衰期的户放

射性同位素
�

这三个半衰期是 − !+ 分钟
, #

�

& 小时/这两者在此之前已被

费米发现 0
,

和新的半衰期 − ∃( 小时
�

当时人们巳经知道澳只有两个质

量数为
‘

” 和 +! 的稳定同位素
�

为了解释澳存在第三种放射性同位素
,

库

尔恰托夫当时作了三种推测 − !
�

这是澳的放射性类型之一
,
在 /

, , 6 ,0 反

应中产生 . &
�

第三个半衰期属于澳的第三种稳定同位素
,

但在研究质谱图

时未被人们发现 . ∃
�

澳的两种放射性同位素之一
,

具有同质异能态
�

对此

他和助手们作了大量实验研究
�

! ∀ ∃ ( 年 ∃ 月
,
他根据获得的实验资料分

析时指出− 利用中子照射元素
,
当其原子核俘获中子时能够产生放射性同

位素 .但未被俘获的飞行中子与从原子核飞出的一个中子相碰撞
,
即在/

, ,

6 ,

0反应中产生放射性同位素没有得到实验证实
�

故第一种推测很快就被

抛弃
�

其学生 ;∗� �
�

鲁西诺夫利用不同能量的中子进行实验研究时发现 −浪

在小能量中子照射下
,

产生了全部三种月放射性同位素
�

这种情况说明利

用中子与同位素相结合来产生浪的第三种稳定同位素的推测极不可靠
,

故

第二种推测也很快被推翻
�

! , ∃ ( 年库尔恰托夫断定存在一种新的现象 −人

工放射性核的同质异能性
�

并假设存在同质异能素核
�

他指出这是电荷

数和质量数均相同的核 . 它在质谱图上很难辨识
,
但结构不同

�

同年 !& 月
,

魏茨泽克假设 − 同质异能性核具有处于不同能量状态 /基态和激发态 0 的

特点
,
原子核同质异能性跟亚稳态有关 .当激发能不大

、
且激发态和基态角

矩相差不大时
,

核的 丫跃迁被有力地遏制 .核的同质异能态为亚稳激发态
�

为了证实魏茨泽克的“同质异能性核产生 ) 跃迁”的假设
,

库尔恰托夫及其

助手采用了光致反应和化学的方法
,

证实具有同质异能态的同位素是  <
’“ .

但在实验中没有发现  <
� “

在同质异能转变时产生 丫辐射的现象
�

! , ∃ + 年
,

库尔恰托夫在进一步研究澳的放射性实验中
,

发现了极为重要的半衰期为

呜
�

& 小时的软电子辐射 . 这种辐射是由“内转换”的过程决定的 . 而在此过

程中
,

澳的软
、

硬电子两种成分的辐射强度大致相等 . 同质异能态的放电是

电子转换的基本途径
。

他的关于
“

澳的软电子辐射是内转换的实质”的崭

新思想
,
后来由他在实验中采用测量电子能谱及研究伦琴射线的方法得到

了证实
,

他的关于澳的软电子辐射的实验证实了
“
核的亚稳态是核同质异

能性的基础
”
的假设

�

库尔恰托夫关于原子核同质异能现象的发现和研究
,

曾被物理学界一

致公认为重大的科学功绩
�

他和助手在研究核的同质异能素过程中所获

得原子核基态与激发态的实验资料
,
以及有关电磁转化的实验资料

,

是建

立现代原子核结构模型的重要基础之一 他们所研究的原子核同质异能

性的实验方法
,
也是现代获得原子核最低激发状态资料的主要方法之一

。

在中子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从 !, ∃ # 年起
,

库尔恰托夫开始在中子物理学方面进行研究
‘

他将装

有氧和披的细颈玻璃管作为中子源的主要工具 列宁格勒镭研究所为他

提供氧
、

被源
�

! , ∃ , 年他跟 几
�

=
�

阿尔齐莫维奇等合作首先清楚地证实

了质子俘获中子
,

并且获得了俘获截面的第一个数值
�

这项工作对于研究

氖核结构的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科学意义
�

他做了大量的实验
,

研究中子

在各种不同介质中的散射和吸收的问题
�

他曾预言 −强烈吸收中子的物质
,

应是慢中子强烈的散射体
�

他还跟 ;∗
�

=
�

阿尔齐莫维奇等合作利用银研



究了热中子的散射
�

他发现 − 慢中 研究和发展了无限栅格增殖系数的理论和有限尺寸非均匀反应堆/其核燃

子的有效散射截面至少是俘获截面 料作成块状
,

并以有规则的栅格状分布在慢化剂中
,

从而核燃料对中子成

的 !! &%
�

他测定了慢中子在不同元 非均匀介质 0的理论
�

经过几年奋斗
,
他们于 !, 斗( 年 !& 月 &( 日建成了苏

素中的吸收系数
,

发现了中子选择 联和欧洲第一座铀
一
石墨反应堆/可以积累杯 0

�

后来他还直接参加了更大

性吸收的现象
�

他还进行了由快中 功率原子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
�

在他的领导下
,

前苏联在原子技术和原

子和慢中子所引起时
,
的核反应的 子工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

! , 今∀ 年 夕 月 && 日 ,
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

实验研究
,

其中有理
、

硼
、

金
、

把
、

钉 子弹 /用杯 ” , 作为核装料的杯弹0. ! , , ∃ 年 + 月 !& 日在北极圈内弗兰

和铭的原子核跟中子的反应
�

他在 格尔岛上成功地进行了用飞机运载的氢弹爆炸 . !夕, 呼 年在奥布宁斯克市

中子物理学方面的一系列研究
,

对 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功率为∋ %。。≅ Α 的原子能发电站
,

并于同年 ( 月 &) 日

建立核反应和核动力结构的理论起 开始发电
�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在受控热核反应方面的研究

在重核裂变方面的研究 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
,

苏联在 ∋% 年代初开始进行受控热核反应方

从 !∀ ∃ ∀ 年起
,

库尔恰托夫开始 面的研究
�

为了获得和研究高温等离子体
,
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在短

进行重核裂变方面的研究
�

他在列 期内建成了一座最重大的装置之一—
“奥格拉”装置

。

在此装置上他研究

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 首先研 究 了等离子体的特性
�

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质子在磁俘获器中的寿命问题
�

了在快中子内产生链式反应的可能 ! ∀ , , 年初他研究了磁性离子在磁俘获器内轨迹漂移方位的条件
�

同年测

性
�

研究了不同原子核的非弹性散 定了分子离子在到达磁性管道壁消失之前的自由程长度 ∗. 并且采用多种

射截面
,

并对 Β川 的非弹性散射截 方法测得 ∗ 的数值大致相同
�

他在质子能量为 ∋% 千电子伏的条件下
,
测定

面作了估算
�

! ∀ # % 年他拟定了实 了质子在氢和氦中电荷交换截面的数值
�

他研究出质子通过磁俘获群
“
塞

现链式反应的规划
,

其中有利用重 子”时或者到达云室壁产生附加损失的三种原因 − 首先
,

奥格拉装置的实

氢
、

氦
、

碳和氧测定慢中子的俘获 验条件离开绝热磁俘获器理论所要求的绝热条件相差太远
�

他发现 − 在

截面
�

! , # 。年 , 月他阐明了在铀 磁俘获器内通过一定时间的离子不仅会在电荷交换过程中消失
,

且在通过

和重水混合物中进行链式反应
�

铀 磁俘获器
“

塞子”时也会消失
�

当时由 =� �
�

季霍诺夫所领导的研究小组
,

& ∃+ 裂变所产生的中子的作用
,

以 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进行了计算
,

证实在非绝热性的实验条件下会产生这种

及在铀和重水混合物中实现链式反 附加损失
�

他们还利用奥格拉的电子模型也证实了这点
�

其次
,

分子离子

应的条件
�

次年
,

他得出
“
在慢中 通过磁性管道时受到了磁俘获器的磁扰/磁场发生迅猛变化且出现得非常

子中能够进行链式反应
”

的结论
,

井 突然0
�

这一点
,
他的助手曾在另一台称为

“
奥格伦卡

”
的装置/奥格拉装置

估算了铀和减速剂所组成系统的临 的雏型 0上进行了研究
�

他们定量地测定了磁扰达到何种程度时
,

才能观

界质量
�

! ∀ # ∃ 年他在莫斯科北郊创 侧到这种附加损失的现象
�

第三
,
当时他们对等离子体的特性还不清楚

�

建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
�

他在这 库尔恰托夫为此曾进行了实验研究
。

他将能量为 & %% 千电子伏的快速氢分

里开展了大规模的原子能研究
,

特 子离子注入奥格拉装置
,
对磁俘获器内均匀等离子体的结构进行了研究

�

别是实现链式核反应方面的研究
�

库尔恰托夫一生发表论文 +% 多篇 . 出版的著作有 − 《

酒石酸钾钠电

同年他领导掌握核能的研究工作
�

休
》

/ !∀ ∃ ∃ 年0 .补电子现象
冲
/与他人合作0/ ! ∀ ∃∋ 0 .

“
物理学教程

·

分子物理

当时他提出要在测定铀和减速剂的 学
》

/与他人合作0/ 坤∃ , 0 .’/ 原子核的碎裂
》
/! ∀ ∃ ∋ 0.

《

在苏联发展原子能的

原子核常数
,

建立铀和减速剂的栅 若千问题
》

/!∀ − ( 0.
《

在气体放电 中产生热核反应的可能性
》

/! ∀ ∋ ( 0 .
《
在科

格反应堆
,

建立宏观的实验理论三 学和技术中的核辐射
》

/! , , + 0和
《

库尔恰托夫著作选集
》

/共 ∃ 卷
, !∀ + & 0

�

他

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
�

他认为在技 于 ! , , ) 年荣获列宁奖金
,
三次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

四次荣获

术上最有希望解决的是 建 立铀
一

石 国家奖金
�

墨增殖系统
�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
,

勿翻勿如如勿如翻衍翻翻如如如御翻如翻如衍翻御翻勿如 翻
铀

一

石墨栅格的指数律实验
,

以及获 � 简讯 �

得大量高纯度铀和石墨的实验昼夜 华东师大连续三年订阅

不停地进行着
�

! , # ∃ 年他和助手
《

现代物理知识
》

杂志

完成了具有纯减速 剂 的指数 律实 华东师大物理系选择
《现代物理知识

》杂志作 为教学参考书
�

连续三年集体订

验 . 测定了中子的慢化长度和扩散 阅 ,

做到人手一册
�

他们表示为办好
公现代物理 知识》杂志 多出力崖

,

长度等重要数据 . 还测定了裂变过

程中再生中子的数目
,

裂变截面及

其随能量的变化规律
�

同时
,
他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