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兰喜欢上物理的的

思想
�

要取得出众的成绩
,
必须付出超入的

努力
�

在科学研究中
, “
容易”获得为成果旱

已被取得
,

要想再取得进步就必须付出更

多的汗水
,

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
�

学习

同样是这样
,

要取得平平的成绩并不难
,

要

想学得比别 入好
,

就必须付出多于别人的

劳动
,

克服更多的艰苦和困难
�

喜欢物理的同学不少
,

但并不是每个

我从小学起
,

就比较喜欢数学
, �

上初中以后
,

有了 喜欢物理的人都能学好的
�

不少同学在学习中不肯付

物理课
,

也就自然而然地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出更多的努力
,

遇到困难时
,

没有足够的毅力去克服
,

而我真正迷上物理
,

还是高二的事
�

高二时
,

我们 这样怎么能获得好的成绩呢 我在学习过程中也不可

开设了选修课
,

我选学了物理实验
�

虽然每周只有一 避免地遇到过
“
困难期” �

在这段时期
,

平时觉得很有

个下午的选修课
,

但它却使我一下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

趣的物理似乎不具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

心中总想多休

主持选修课的刘滨生老师很重视对实验设计的 训 练
,

息休息
�

这期!’∀#
,

确实尝到了学习的 “

苦
, �

但是
,

我用

特别突出了实验中严谨
、

细致作风的培养
�

也许正是 史老师的话来鼓励自己
,

努力克服懒惰的思想
,

终于越

这种严谨
、

细致的要求
,

恰恰与我沉稳
、

耐心的性格相 过了这段艰苦时期
,

物理学习有了较大的进步
�

对一

符
�

因此
,

我在实验中能够比较得心应手
,

从中获得了 般的题目能比较得心应手了
,

而对于比较难的题 目也

很大的乐趣
�

这时
,

我才真正领会到了学物理的快乐
�

有了进行钻研的基础
�

在钻研的过程中
,

我往往又获

然而
,

要学好物理
,

就像学好其它学科一样
,

也是 得了更大的乐趣
,
这激励着我去学习更多的物理知识

�

要付出艰苦劳动的
�

能有这一点认识
,

我要特别感谢 虽然要取得每一点进步都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

但总

我的数学老师史连生老师
�

史老师反复教导我们 ∃ “
人 有一股力量鼓励我前进

,

那就是我对物理越来越深的

之初
,

性本惰”
�

人总是贪图安逸
,

不愿进行艰辛的劳 热爱
�

物理学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世界
�

我们每一个热

动
�

只有树立远大的目标
,

才能从主观上克服懒惰的 爱它的人都应当努力奋斗
,

为物理世界添砖加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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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超新星 里 面

合成的重元素
,

现在正以每秒几千公里的速度被抛入

太空
· ·

⋯0 图 % − 1

随着星体的飞敬
,
人们正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那

最后
、

也是最精采的一幕 ∃ 中子星的出现
�

然而
,

直到

目前为止
,

还没有得到关于中子星的直接观测结果
�

星体物质虽已扩散
,

但对于观察中子星—射电脉冲

所在的频段仍是相当不透明
�

2 3 4 , 年的一则 报 道 后

来被判明是错的
�

所以
,
目前哲时只能寄希望于最容

易看到的间接信息 ∃ 由于中子星输出能量引起的光度

变化
“

拉平
”

�

当然
,

人们并没有放弃直接观察的努力
,

但
,

也许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

这就算是一个待解决的
“
谜

”
吧

�

当然
,

还有很多观察到的
、

令人迷惑不解的现

象
,

就不再在此列举了
�

5 5 5 水

正如本文开头所写
,

与字宙相比
,

人类是极其
“
渺

小气的∃ 他的一生只及星的一生的十亿分之一 6他又是

那么脆弱
,

宇宙尺度的温度只要变化 2 7 一 ’“ ,

他就会化

为乌有
�

然而
,

人类又是极其伟大的 ∃ 就在这短如电

光石火的生命区间
,

居住在这与宇宙尺度 相 比 只 有
. 。一’�

的
“
微尘 ”之上

,
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却能伸向那

无限广阔的时空
,

对那远在几百万光年之外
,

长到几亿

年的时间
、

高到几千万度的星体深处进行探索
,

把那相

对“无知” ,

完全按自然规律演化的现象了解得嚎如摺

掌
�

仅这一点
,

能不使我们作为人类之一员而感到骄

傲
,

使我们更加珍惜这个使人类有异于物类的无价之

宝
—良知和科学

,

而为它去奋斗吗 

〔注 22 2 型超新星和 22 型超新星性质完全不同
�

目前

普遍认为 ! 型超新星原来是双星系统 中的一颗已燃到8 ” 9

并已
“
死亡

”的 白矮星由于不断吸集其伴星的物质
,

最后使得

总质量超过 : − ‘ ; 的 “燃点,
而引起的爆燃 0< = >. ∀ + ( ∀ ? #; ≅ ,

不是爆炸 < = ≅ ;? ∀? #; ≅ 1 所致
�

爆燃所释的能量约 Α 丫 2。
, ,

尔

格 ,

超过了星体的结合能
,

因而导致星体飞散

〔注 Α〕 电子简并态并不一定要求绝对零度
,

只要介质

Β �
,
、

,

一 , , ,
,

左
Α

Χ & 、
Α Χ :

, ‘ , 二十Β 二 5 , 办二
的环境满足/ ( 《子

一
0共1

’ ,

条件
,

简井态即可实现
,

式中’

一
‘ ’

一 Δ协 、Ε ,
Φ 一

” 一 一

/ 为波尔兹曼常数
, & 及 Γ 分别为粒子的总数和总体积

�

因

而
, 在星体内部的高压下

,

只要 Ε 够小
,

即可在高温下进人简

并态
二

〔注 :〕 关于物质是永远可以被压缩的这点
,

有一个很

简单的证明
�

我们知道声波在介质内传播的速度为

Χ < Η 劝 Χ 乞 、
,

� Β � 、

一
�

Β 一一
, , �

< 尸 二、 。 ,

ΒΙ
,
Β 《止共

尸
1

’

式中 ϑ 及 ϑ 为压力和密度
,

故 岑卜就是介质
、 < Η 产 一 , ‘ 一

Β 、
Φ

一 矛

一“
”

一

Β Β
『

’

了Η 一 Β ”Β

的压缩系数 , 根据相对论的一般原理
,

声速 Ι
,

不能超过光速

Χ < Η Κ
.Χ Α �

‘ Ι Β 硬共毛
一

. Λ ‘

Κ ΜΗ !

故
芸

Λ −.� 其物理意义就是物休永二可被压缩
�

实际

上还可进一步证明 芳上限不能超过 −� , ,
�

这里不”述了
�



根据《现代物理知识
》
编

辑部安排
,

从本期起将陆续

发表由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一

些专家所撰写的文章
�

这些

文章深人浅出地叙述了原子

核科学技术中某些分支领域

的最新进展
、

研究动向和最

新信息
,

展望了这些分支领

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国

民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前景
�

自 2 4 , ‘年发现天 然 放

射性以来
,

原子核科学技术

已经历了九十多年的发展历

史
,

它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知

识的宝库
�

从人工放射性的

发现
,

原子核模型的建立
,
核

内粒子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

规律的探索
,

到粒子加速器

的建成
,

核反应堆的成功运

转
,

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

功
�

核电站和其他核动力装

置的出现
,

标志着原子核科

学不仅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得

到不断的发展
,

使人类对客

观世界的认识深入到原子核

的 内部
,

从而在更深的层次

上解释自然界的某些现象
�

而且核科学技术的应用 已形

成了一门技术科学—
核技

术
,

它是当代最重要的技术科学之一
,

对世界政治
、

经

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例如
,

核武器的生产和部署
,

常

常成为超级大国之间力量较量的一种手段
,

而核电站

和其他动力装置则在各发达国家的能源生产中占据越

来越大的比重
�

核技术的其他应用
,
又把人们的视野

从宏观推向微观
,

从而有可能从分子水平0甚至原子水

平
、

原子核水平1动态地观察自然现象
,

例如有关物质

的微观结构及超微量成分
,

以及生命科学中细胞水平

和分子水平的生物学行为信息
,
目前都可以或只能通

过核技术灵敏而精确地加以测定
�

核技术为自然科学

各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实验手段
,

并开拓了一些重

要的边缘学科
�

同位素示踪技术
、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

象技术
、

核分析技术应用于生命科学
,

将促进核医学的

发展 6离子束加工技术和辐射加工技术用于材料改性
,

有可能导致材料学的突破性进展 6 核天文学
、

考古学
、

核地质学等都是从核技术衍生 出来的重要边缘学科
� ,

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在给上海原子核所 建 所 :7 周

年的贺信中说∃ “

核科学是一门基础性很强又具有宽

广应用前景的科学
�

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科学

技术寄予厚望
,

希望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

不断总结经验发挥优势
,

在进一步加强核科学为国民

经济服务
,

在核科学基础理论和实验
,

在培养人才等方

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
”

我们相信
,

核科技发展将促使人

们更深入了解自然现象
、

解释自然现象 6 核应用 技术向

各行业的渗透
,

将促进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
,

并加速新

技术革命的进程
,

堆迸亮技术产业的建立
�

希望从本期起陆续刊登的核科学方面的文章
,

有

助于广 大读老增进对核科学袅新信息和科研动态的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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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道分支化的实验点应落在斜线区 内
,

图中宽斜线

区代表以往
二

质量值的情况
,

而窄斜线区则代表我们

的实验给出的
∃
质量值的情况

,

明显与前述实验点更

接近了
�

顺便提一句
,

目前国外几个实验组也有关于
∃
轻

子质量测量的传闻
�

据传
,

其质量值与我们测量的数

据相近
,

它从侧面支持了我们的实验结果
,
但因测量方

法不同
,

其测量结果误差较大
,

迄今还未见有正式文章

报道
�

总之
, ,

轻子质量精确测定是
了
轻子物理领域的

重要实验结果之一 为进一步检验标准模型理论
,

它

向人们提出新的课题
,

即
 
轻子寿命及

∃

轻子道衰变

分支比更精确的实验测量
�

目前
,
国外不同能区的几

个大型实验正在进行中
,

预期在不久的将来
,

在上面提

到的两个实验方面也将会有新的实验结果
,

它将会把

人们对标准模型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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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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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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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于的轻子道衰变分枝比 %

&
, ∋理( )

图 ∀

的数值下降了 ∗
+

∀ , ∋ −
,

其精度好于以往测量精度五

倍以上
+

这一结果连同当前关于
.
轻子寿命及轻子道

分支比的实验数据
,

虽最终并未完全满足标准模型所

予言的关系式
,

但已较前大大地接近了一步
+

如图 ∀ 表

示
,

如完全满足标准模型理论的予言
,

图中代表寿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