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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他们

的
“

室温核聚变
”
实验以来已经快三年了

−

关心的人

们都在探问 . 究竟现况如 何 / �  � 年 �0 月 1 日

#∃
) &∋

比 2 。。 +
主动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3− 4 5− 6举行一

场专题报告
,

接着又有人对当年 7
−

∃
−

5 的 4 % 8 ∃∋ 等人

所作的把电极电解重水实验提出了新的解释
−

�   � 年

�0 月 ” 日 # ∃% & ∋
比2 . 。 +

应邀到美国东海岸的麻省理

工学院 �9
−

�
−

5
−

6作专题报告
,
会场爆满

,

不得不临

时加一个分会场用闭路电视转播
−

会议主持人在介绍

#∃% & ∋。( 2 。 + 。
时用了“普罗米修斯

”
的比喻�希腊神话中

盗天火以济众生的普罗米修斯被罚锁在山崖上
,

由鹰

馨叼食其心肝
,

食后复生
, 日复一 日

,

经历受不尽的磨

难 6
−

�   0 年 � 月 0 日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内发生

了爆炸
,

正在进行
“

冷聚变”实验的科学家一死三伤
−

事

后
,
三位受伤的科学 家

, 9 3
:∃

∃; < “
等人面对纷至沓来

的慰问和函电
,
复信表示在查明原因后实验将继续进

行下去
−

该研究所�∋
·

=− ∃6 正承担建造
“
过热实验的演

示装置
, ,

予定今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冷

聚变大会��   0
−

主>6 上展出他们的演示装置
−

会议主席

?≅ % Α . 2 & 宣称这次会议将是
“

决定性的” 和
“
激动人心

的 ,’−

经过三年来认真的探索
,
全世界共已发表 ! >> 余

篇论文
,

遍及十余个国家
−

实验研究涉及
“
过热 ,’, 中

子
,
带电粒子

,

电磁辐射及其相互的关联
−

本文将就测

氛工作的进展来窥其一斑
−

早在 �  Β  年 �> 月
,
因为当时

“

过热”及中子的测

量都很难重复
,
形势有点暗淡

,
在美国能源部的兰皮报

告中对
“
冷聚变”作出相当悲观的结论

,
但同时却留了

一个余地
,
即认为

“

留下的未解决的问题尚可能隐含着

很有趣的内容
”

−

含氖固体实验中的氮异常就是这些

间题之一
本来

,
要判断在室温下究竟有没有发生核反应

,

应

该是去测定带电粒子
,

而不是测中子
−

因为只有带电

粒子才是核反应的必然产物
−

当时人们以为氖
一
氖反

应的分枝比即使在室温下也保持为 � ,

所以每发生一

个产氖的反应 �Χ Δ Χ Ε 5 十 Φ6 必定也发生一个产中子

的反应 �Χ 十 Χ 、
+ 十

‘
Γ 。

6
−

在电解的条件下中子很容

易穿透电解池而被探测到
,

相形之下带电粒子则易于

被阻挡在电解液或电解电极之中
,
必须采用化学手段

方能侧到
。

人们都知道核测量手段比化学方法灵敏得

多
−

因而首选的都是测中子的方案
。

殊不知
,

分枝比

在异常核聚变中也可能出现异常
,

从现有的实验数据

看
,

每发生一次产中子反应
,

几乎要产生 � > 略一 �>
’

个

佩 Η 加上用核测量配合化学方法可以灵敏地 检 测 到
, Ι ∃)

,

个氖原子
,

这就使得判断究竟有无异常核反应

发生时测氖优于测中子
−

最早是在 5 %Ι
. 。 ϑ Κ 9大学的 Λ )

3≅ Μ& ∋

在其把电极

电解重水实验中看到了异常的氖 Η 4 。 。
ϑ∃

) 2 ) ∋
实验室

在把电极固体电解堆实验中也看到了氖 Η 印度 Λ (∗ ; ( 。

原子研究中心在钦电极等离子体焦 点 装 置 �Φ∃
。 . 2 。

#)3 Ν∋ 6 中也看到了氖
−

方法各异而结果却相近
,

即此

异常的氖量与中子产额并无 � . ∃ 的关系
,

氖量远大于

中子
−

而且也不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百分之百的重

复产氖
−

人们本来就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

这时却出现了

5%
Ι 。 、人Κ9 大学 8 )∃ Ο的否定结果

−

他在先前实验所用

的把电极样品中在作电解重水实验之前就测到了异常

的氖
,

虽然只是出现在极个别样品中
−

但却令人担心是

不是在把材工厂中利用了贵金属
“
回收” 的把而造成

了
“

潜在的污染点” −

而且 8 )∃ Ο 说在他改用另一个出

厂批号的把电极后
,

未能在重水电解实验中测到氖
−

一时里人们对 4 。 .
ϑ∃

) 2 ) ∋
的结果也表示担心

,

因为

众所周知 4 。 、 ϑ∃
∗ 2 。 .

实验室有大量的含氖实验循环

在进行
,
似乎污染的机会就更大

−

然而
,

科学不能停留在怀疑
,

真理只能在实验中检

验
,

当时的美国冷聚变研究所所长 8 &∃∃ 认真地展开

了一系列实验
−

Π &∃∃ 原先是美国通用电 气 公 司 电

化学部门的负责人
,

他知道 8 )∃ Ο 测氖的方法不是最

好的
−

8 )∃ Ο 自己也承认为了对大量的样品作分析
,

他

图快而采用了
“

开式分析”而没有用
“
闭式分析” ,

他也

没有用
“
蒸馏法”来消去试液的颜色

−

正是这颜色会造

成液闪计数测氖时的巨大误差
−

在冷聚变研究所改用
“
闭式蒸馏法”测氖后对  > 个把材样品作了测试

,

证明

其中并无污染
−

因为这  > 个样品用液闪计数器测量的

平均结果为 0 Θ
−

0 士 卜 ?Χ Φ9 Ρ 2 ∃ , 而不放样品的 ∀> 个

空白对照液的液闪测量结果为 0Θ
−

� 士 �
−

? Χ Φ9 Ρ 2∃
−

即

在实验误差范围内看不到任何污染的痕迹
−

这  > 个

样品中包含了两个不同厂家的产品 �美国的 Γ 。 。、。 < Κ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令第 0 0届 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 圣主 导

二
笋刃

应该说
,

我小时候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
,

直到现

在
,

我仍然喜爱着文学与音乐
−

我究竟是怎样会钟爱

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呢 / 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

原因与机遇
,

尤其是许许多多的老师
、

长辈
、

同学
、

朋友

给我莫大的帮助和鼓励对我热爱物理学起了不小的作

用
−

这是我不能够忘记的
−

但是
,

我热爱物理学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物理学本

身
−

确实
,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

无论什么学科
,

你越是

深人地去学习和理解它
,

便越会发现其中乐趣无穷
−

在

我学习物理的过程中
,

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
,

有

段时间
,

我简直是在
“

玩命”般地钻在物理里
,

从早到

晚
,

无时无刻地思索着物理问题
−

有一年暑假
,

我和王

泰然曾连续好几天晚上泡在学枝实验室里
,
总要到深

夜甚至凌晨才依依不舍地出来
−

在许多人看来
,
这样

的学习生活显然是艰苦的
,
因为我放弃了许多娱乐和

业余爱好
,
也极少看电影

、

电视
,
星期天

、

假期也从不休

息
。

但是
,

每当我在幻
一

下苦读
,

每当我结束了最后一个

实验从学校实验大楼里出来
,

踏着星光回家的时候
,

我

都深深地体会到一种充实与幸福—
那是一种理解了

世界的和谐与美好之后在心中洋溢着的快乐
,

与在哈

瓦那挂上金牌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刹那心中的激动与

感慨相比
,

这种感觉更加持久
,
更加令人回味

−

在那些

平凡的 日子里
,

我遨游在一个奇妙的世界里
,

严谨
、

优

美的物理理论与大师们超人的想象力
、

创造力
,

让我赞

叹不已
−

这种感觉
,

不亲自尝试一下是难以体会的
−

总觉得
,

自己与物理学有一种不解之缘
,

一次又一

次
,

我的心与之共鸣
,

它带我走过了一段漫长
、

艰苦但

无悔无怨的道路
,

我还将在这条道路上执着地走下去
−

∋Μ < ) + Α 及英国的 Σ ) ( + ∋ ) + 9 ∗ Μ Μ( % Τ 公司6
,

包含了直径

为 >
−

, 毫米到 Υ 毫米的 ! 种不同线材
,

也包括了 5 )
∗卜

ϑ Κ 9 大学 Λ)
3
≅< 加 实验室送来的把丝

−

这样就打破

了 8 )∃ Ο 所散布的
“

氖污染不可知论,’−

8 诩 等还用已知含氖量的标准试液对他们 的液

闪计数器进行了标定
−

确认其能谱形状完全符合 标

准
,

而且其计数率随含氛量增加而线性增长
−

实验中

测量误差为 士 �
−

?Χ Φ9 Ρ 创
,
相当于每毫升试液中每分

钟氖核的 月衰变低于 ∃ 次就不可靠了
−

考虑氖 核 的

半衰期为 � 0
−

∀ 年
,
这就相当于在每毫升试液中含有

 
−

0Β Ι ∃。
‘

个氖原子
−

考虑到液闪计数器实际上每次

取样约 ! 毫升
,

所以如果在此 ! 毫升试液中氮原子数

高于 ∋ Ι ∃) ’

个
,

这 种
“
闭式蒸馏法”就能显示出来

−

8 &∃∃ 就是掌握了这个高精度的手段对把电极 电 解 重

水实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

在当时报道的实验中多数以正结果或负结果定性

划分
−

负结果就是不能重复
,

乃至对正结果蒙上了阴影

一以为是人为的实验误失造成了正结果
−

如果我们能

够找到一种先兆现象 �即在正结果出现之前必然会出

现的现象6
,

那么人们不仅对于正结果的可靠性有更强

的信心
,
对于负结果也可以有一个度量

,
看看自己离开

正结果还有多远�从量变到质变6
−

我们曾经把电磁辐

射当作一种先兆现象来找
,

而 8 &∃∃ 所测的氛一把原子

数之比�4 ) ∗ ς &+ Α = ∗ ‘� >

6也是一种先兆现象
−

在电化学

界早就知道在电解过程中把电极中的氖一把原子数之

比很难超过 >
−

Θ Υ
−

斯坦福大学研究所也已报道 . 如果

氛一把原子数之比小于 >
−

ΘΥ 就不会出现
“

过热”现象
−

因此 8 &∃∃ 就想出一种随时测定电解过程中把电 极 内

氛一把比的办法
−

他采用
“
闭式电解法”不仅能保证产

生的氮不会泄漏
,

而且利用催化剂使电解产生的氧和

氖随时复合
,

这样就可以随时测量未复合的氧的体积
,

用以判断有多少氖被把电极吸收了
−

用这种办法测定

的氖一把比可以精确到 士 。
−

> !
−

就这样
,

8 &∃∃ 等发现当

氖一把比小于 >
−

Β! 时
,

几乎不产氖
−

而当氛一把比超

过 。
−

Β! 后约一周
,
在此闭系统内产生了 Θ Ι �>

’“

一 Ω Ι

�> ” 个氛原子
−

这个含氖量已远高于测氖的灵敏度而

且这个实验已经重复了四次
−

每次实验中都同时作了

对照试验
−

把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电解池串联起来
,

一

个充入氖硫酸�几 ! >
Η

6
,

另一个则充以氢硫酸�Γ
.
! > Η

6
。

在每次实验前都先对电解液
、

把电极以及电解液上方

的气体作严格的含氖量测定
−

在实验后再加以测定
、

对比
,
可发现在氢硫酸电解池中含氖量毫无变化

,
而在

氖硫酸电解池中的含氖量增加了很多
,

最高可达 , 0
−

!

倍
−

面对着这样的实验事实
,

对于含氖固体中存在着

异常核现象
,
必须加以认真探索是不容置疑了

−

不过
,

迄今为止 8 川 并未公布他们使氖一把比超

过 。
·

Β , 的实验细节
,
只是在一再追问下透露了是一种

“
多步充氖法 �9

Ν ∃Μ &. Μ % , 9 % Μ( ) ς6
, , 。

幸而
,

我国的一

位硕士研究生在论文研究过程中也琢磨出一种
“

多步

充氢法” 可以使氢一把比超过 �
−

>
−

研究工作正在深

入
。

还有一个不清楚的问题是如果真有这么多的氖核

产生
,

氖核的能量是多大呢 / 因为按照传统的氖一氖

反应
,

氖的能量为 �
−

> �9 % Ξ
−

此能量的氛在电解电极

�Φς Χ 6 体内或在重水�Χ
.
> 6内应该会发生氛一氖反应

而测到 �Υ 9 %Ξ 的中子
−

迄今为止未见有此能量中子

的确切实验报道
−

粗略的计算表明
,

大约每 �>
’

个 �
−

>�

9 %Ξ 的氛核应该会产生 ∃ 个 �Υ 9 %Ξ 中子
−

是测中子

的仪器不够灵敏呢 / 还是氖核的能量异常呢/ 唯有进

一步的认真探索才能解开此异常核现象之谜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