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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口径 �
 

!∀ 米 #
,

致力于

搜索球状星团
 

他找到了 ∃ %% 个左右的球

状星团
,

并且研究了星团中的一种脉动变

星—
造父变星

 

利用这种变星的光变周

期与其光度之间的关系—
周光关系

,

可

以定出它所在星系
、

星团的距离
。

在几年

的时间里
,

沙普利测出了 &∋ 个星团 的 距

离
,

确定了它们的空间分布
 

沙普利发现
,

球状星团在天空上的分

布很不均匀
,

约三分之一集中在人马座内
,

约∋% (位于以人马座为中心的半个球形区

域上
 

∃ ∋ �。年
,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银河系

模型 �图 ) # ∗ 我们的银河系很象一块透镜
,

太阳的位置应被
“
赶出”银河系的中心

。

尽

管当时尚未考虑到星际存在消光物质
,

导

致银河系的空间尺度估算得过大了
,

但是
,

他的这一模型的确是银河系的真实写照
。

�% 世纪 !% 年代
,

银河系结构的研究

取得了重大进展
,

如星族观念的证实和由

射电天文开拓的星际气体
、

星系旋涡结构

的探索
 

天文学家把银河系划分为年青星

族 )� 也叫臂族#
、

中介星族 +
、

盘族�构成银

盘的天体 #
、

中介星族 , 和晕族
 

银河系

的中央平面结构称为银盘
,

它的直径约为

结构的瓶掣渝人−
 

人丁
 

编者按 ∗

本刊一位新读者徐林伟 同 志

来信说
,

对《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很
.

感兴趣
 

读了这份杂志
,

消除了过

去一直难以理解的疑问
 

他在来

信中还提出了一些青少年 朋 友 十

分感兴趣的问题 ∗
银河系是怎样

描绘出来的
 

北京天文馆李良同

志应邀作了解答
,

现发表如下
,

供

大家参考
 

天文学家一般把由大量恒星
、

星团
,

气

体
、

尘埃等构成的天体系统称之为星系
 

我

们所在的银河系是人们最早认识的 星 系
,

探测银河系的结构则是一项古老而始终是

非常重要的天文课题
 

当年伽利略刚 刚把

他的天文望远镜指向夜空
,

就发现那条看

起来乳白色的光带—银河竟是由密密麻

麻的恒星构成的
 

早在 ∃/ 世纪 /% 年代
,

由业余爱好者

成长为专业天文学家的威廉
·

赫歇耳
,

决

心数一数天上的星星究竟有多少
,

并且想

了解星星在天弯上的分布
 

为此
,

他把天
物理信箱

空均分成几百个区域
,

然后计数每个区域中用望远镜

能看到的恒星
 

结果发现
,

越靠近银河
、

每单位面积内

的星数越多
,

在银河方向上达到最大值
,

而在与银河平

面垂直的方向上
,

星数最少
 

在假定恒星都具有相同

的光度
,

以及星际没有消光物质存在的前提下
,

他根据

一 一 0
 、

旋臂

太阳
于核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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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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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朴一1% 千秒差距�约 ∃% 万光年 #
 

它作为旋涡星系
,

旋

臂缠卷得并不很紧
 

银河系中心质量密集的区域称为

核球
。

∃ ∋ 2 1 年
,

发现核球是个半径 ∀一 , 千秒差距的稍

为扁平的球
,

整个银盘浸没在最大半径为 ∃! 千秒差距

的稍扁的银晕之中 3太阳 系位于银河系中心平面上
,

离

银心约 /
 

! 千秒差距 3 银河系内包含 ∃ 千亿一 � 千亿

颗恒星
,

总质量为 � % % % 亿个太阳质量
 

∃ ∋ / 。年对星际

云的观测发现
,

离银心 ∃% 一�% 千秒差距的范围内
,

银

河系的旋转速度从每秒 � �% 公里上 升 到 每 秒 1% % 公

里
 

银冕很庞大
,

从银心向外
,

至少延伸到 �! 千秒差

距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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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银河系结构示意图

只是在空间范围上扩大了约 (& 倍
�

恒星的计数

统计得出结

论 ) 银河系

是一个扁平

状圆盘
,

太

阳处于其中
∗
合位置的恒

星系统—
星系

�

在赫歇

耳 之 后 的

( & &多年中
,

人们对银河

系结构轮廓

的认识没有

多大 改 变
,

直到 ( + ( , 年后
,

、 、  ! 一  沪尹尹

图 − 根据亮电

离氢区的观测

资料测定的银
河系旋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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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秒差距背

美国天文学家沙普利在探索银河系结构和 大 小 等 方

面
,

才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
�

当时他借助于那时世界上



 月比戈胜

在理论所第十次专题讲座上
, 中科院生物所郭爱克研究

员作了题为
《脑

—
世界的选择性表征

》的报告
 

主要内容如

下∗

一
、

神经元和突触的分子和细胞行为

为了揭示单个神经元的复杂性
,

神经生物学家不断改进与

发展他们的工具
, 使刻画单个神经元的参数变得愈来愈丰富

了
 

对于整个神经元
, 存在一系列随机因素的影响

 

若一神

经元处在闽值附近 , 某些随机效应足以破坏发放与不发放之
间的平衡 , 甚至当突触前纤维不存在动作电位的 情况下

,
神经

元仍可能自发地发放
‘

实验证明
,

神经递质向突触间隙的 释
放是

“

量子 ”
化的

, 每个
“

量子”可能含有 ∃% 卜
,

递质分子
 

这些

细胞水平的非确定性因素显然有助于建立非确定性神经元的

议观动力学
 

二
、

突触的可塑性与赫布突触

∃
 

赫布突触与可能的分子机制

四十年前
, 6 ∗ , 78 8 关于突触易化的思想 ∗ 突触后神经

元的发放将仅触发那些由突触前活性所设定的时间窗 口所选

择的突触的变化
。

研究结果表明
, 突触可塑性是通过 9 : 6 ;

�9 一甲基
一

6 一天冬氨酸 # 受体来调控的
 

9 : 6 ; 受体及其

通道不仅与突触后神经细胞膜电位的去极化有关
,

而且也受
控于突触前神经递质

 

这种 电位门控与化学门控兼有的性 质
为 , 7 8 8 思想找到了它 的分子神经生物学基 础

 

�
 

遗传机制与可塑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的一生中
, 在人脑发生的可能是先天遗传信息确定的

结构和程序与自组织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 =

)>) 提 出了一
种模型 ∗ 临界期的生化结构开始和停止合成特定模式的输入

刺激敏感分子�如 9 : 6 人 # 等
,

是受遗传指导的
 

在基因中
可能已包含启动和停止的指令

 

1
 

神经 网络的调制
∃ ∋ / / 年 ;

 

+
 

?7 ) ≅ 7 Α ∗ ΒΧ Δ 发现 , 基本的中枢模式发生器

�Ε ΦΓ # 神经 网络在某些神经调质的作用下可以产生不同类

型的稳态模式
 

在神经调质保持足够浓度的时间内
, 具有对

神经线路在功能上重新布线的作用
 

所以
,

许多神经线路并

不是人们想象的
“

硬线路” ,

而应被看作
“
软线路

”
 

三
、

学习与记忆的神经机制

正在积 累的大量证据表明
,

联想记忆的机制在整个进化

过程中一直是守恒的 �这里联想记亿是指涉及到两个事件关

系的一种学习记忆
, 比如条件反射#3 与记忆有关的神经元是

不断变化的
, 作为已分化的成熟细胞

, 它们再不能分裂
, 却能

奇迹般地变形
 

记忆是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加 以认识的
 

与记亿

有关的化学反应可以排列成某种功能顺序
,

这种排序机制也

许可能导致对记忆的最终认识
 

四
、

视觉和脑的信息加工策略
由于视觉信息是多维的�包括空间位置

、

波长
、

时间
、

左右

眼#
, 因此

,
视觉信息加工必定是分级的

, 多层次的
,

多通道的

和并串结合的
 

大脑皮层早期发育中听觉皮层或体感皮 层可

以被诱导转变为视觉皮层
,
这个实验结果带来的启迪是多方

面的
 

九十年代的神经科学将是计算模型与神经生物学实验

的结合
 

模拟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间题
, 但它会大大地放大

科学家的直觉认识
,
有助于揭示脑的计算神经原理

 

五
、

脑理论的发展及未来

脑理论的早期发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和下半叶
,

当时有四个脑理论
“
家族

” ,

分别注重脑的负反馈动力学维持

平衡过程
、

大脑皮层的细胞结构研究
、

视觉和听觉研究
、

大脑

细胞
,
突触的感受

、

反射的等级以及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
 

经

过发展
,
演化成为 当代脑理论的六个

“

王国 ” ∗

;
·

“图灵王国
” �− Η Α > Δ Ι )= Δ ϑ # ,

有图灵机思想 �∃ ∋ 1 2 # ,

逻辑神经元 �∃ ∋今1 #
,
控制论 �∃ ∋ ∀ / # ,

信息论 �∃∋ ∀ , #
, 有冯

·

诺

依曼的计算原理 �∃∋ ! & # , 有感知机 �∃ , &� # , 有马尔的视觉计

算原理 �) , / � #, 有机器人学
、

人工智能
、

自动控制
、

数字计算机

等
 

Κ
·

“大脑王国
”�Κ Α = >Δ )= Δ ϑ # , 有 , 7 8 8 的学习律和细胞

群体理论 �∃ ∋ ∀ ∋ #
, 有 Λ

,

, Χ Μ Ν>7 )ϑ 对神经 网络和自旋玻璃

系统 的集体计算能力的再发现 �∃ ∋ / � #
,

有 ; Ο =Α > 的联想记

忆 �∃ ∋ 2 � #
,

有联结主义和非线性动力学等
 

Π
·

“
神经元王国

” �9 7 Η Α Χ Δ )= Δ ϑ #
,

有 脑电图 �Θ Θ Γ #
、

脑磁图 �: Θ Γ #
、

脑事件相关 电位 �Θ Ρ Φ #
、

脑的光学探测
、

脱

氧葡萄糖代谢
、

大脑皮层血流测量
、

微电阵列技术等多种技术

开发
 

6
· “

心理王国
”和 “

反射王国
”

�: >Δ ϑ )= Δ ϑ
、

Ρ 7 Ν )7 Σ )= Δ ϑ #
,

主要是对脑认知层 次研究
,

其中包括 Τ
 

Γ ∗ 。 ? ?
87

Α Ι 的脑的

自适 应共振 �∃ ∋ /% #
 

Θ
·
“
外祖母王 国

”

�Γ Α = Δ ϑ Ο Χ Β Υ 7 Α )= Δ ϑ # , 主 要 有 Λ
 

ς 7 Β Β ≅ >Δ 的 “
特征检侧器

” � ∃ ∋ ! ∋# 等
 

脑理 论的未来演化将充满论争和突破
,

将会有新概念新

思想 的提出
 

会使我们清除那些超自然的尘埃
, 在

“

神终的人

间 ”重新找回我们的 内心世界
,

最终 跨越生物 学与社会学以及

身
、

心与灵魂间的鸿 沟
 

知

现在天文学家已描绘出银河系旋涡结构几乎概括

了大半个银河系圆面
,
计有 ∀ 条旋臂

,

靠近银心方向的

是人马座
一

船底座主臂
,

往外是盾牌座
一
南十字座中间

臂
、

矩尺座内臂和英仙座外臂
,
此外还有一条被称做三

千秒差距臂的旋臂
。

�图 � #
 

本刊自举办
《

我与 Ω现代物理知识》 征文比赛以

来
,

收到许多热心读者的稿件
,

已从中优选 ∀ 篇在去年

先后刊发
,

现经编辑部评定
,

黄先荣
、

李基好
、

王兵
、

卢一安 同志荣获优秀作品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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