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 冼鼎昌教授

冼鼎昌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 ∃年 % 月

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
 

!∀ , &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并被聘

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进行科学研究
 

! ∀ ∃ ∀ 年至 ∋, & 礴

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

究所进行科学研究
 

!∀ & ∃ 年

后
,

先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原

子能研究所
、

高能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

研究员
、

高能物理研

究所同步辐射实 验 室 主 任
 

!∀ % (年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数理学部新
�蝇砚端翩嘟翻视镬肠粼锐殡份荡拼叙侧戈、

挑一副硒各吸 月受夕子!

∀ 石溪 #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 % &∋ 年曾任比利时布

鲁塞尔自由大学物理系访问教授
, ∋ % % ( 年至 ∋% %∋ 年

曾任 日本东京大学物性研究所客座教授
 

∃ % %∋ 年 ∋∋ 月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主要从事理论

物理及同步辐射应用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多项重

要成果
 

)( 年代初发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由双重色散

关系推导出的 , 一二 散射振幅所服从的方程的方法有

错误
,

因此方程包含有不应有的奇异性
,

从而否定了国

际上这方面的研究 ∗ 同时深入研究了粒子反应过程中

的对称性
,
得到了粒子不同的高能反应过 程 之 间 的

一系列联系 ∗ ∋ % ) + 年至 ∋ % ) ) 年间对强子结构的层子

模型理论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 年代对经典规范

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引进了曲面上的标架
、

联络

与规范势对应的方法及同步变换的概念
,

得到一系列

已知 的以及未曾得到过的非阿贝尔磁单极解和类粒子

解
 

&( 年代前期提出并发展了一种在格点规范理论中

能有效地作逐步提高近似精度的解析方法 ∗ 指出了规

范不变是 − . /0 12 圈图所遵从的动力学方程在解析分

析中的重要作用
,

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为国际上许多

大型计算机进行的数值计算结果所证实
,

并至今被国

内外广泛引用和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 ∋ , & , 年起领导

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
,
对北京同步

辐射光源在专用和兼用模式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

奠

定了光束线和实验站的设计的物理基础
,
对不同波长

的不同光束线的各种性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并在此

基础上对具有国际水平的工程设计作出了决策 ∗ 对各

实验站进行了物理设计
,

并在此基础上领导了工程设

计和首批光束线及实验站的调试
,

及时解决了工程建

增加的不可利用能
 

因此
,

墒的变化在宏观意义 上可

作为不可利用能变化的量度
 

墒增加意味着不可利用

能的增加
 

即能量分布的均匀度增加
 

不可利用能增

加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过程的不可逆性
 

四
、

摘是系统分子混乱度∀无序度#的量度

一个孤立系统中所发生的自发的不可逆过程都是

向混乱度增加的方向进行
 

而自发不可逆过程正是嫡

增大的过程
 

一切自发的不可逆过程总是从非平衡趋

向平衡的过程
,

达到平衡态时过程停止
,

墒也达到最

大
 

可见平衡态对应着高嫡态
,

也就是混乱度大 ∀无序

程度大 #的状态
 

非平衡态对应着低嫡态
,

也就是混乱

度小 ∀更有序# 的状态
 

墒增大也就是混乱度增大
 

所以嫡在微观意义上代表系统内部分子运动的混乱程

度
,

是系统内分子无序程度的量度
 

墒增原理也就是

孤立系统从有序趋向无序的原理
 

五
、

摘是系统失去信息 ∀知识 #多少的3 度

一个系统的状态越是有序
,
它告诉我们的

“
知识 ”

∀信息 #就越多 ∗ 状态越是无序
,

它给我们的
“
知识”就越

少
 

所谓知识就是信息
,

信息量的大小就代表知识的

多少
,

嫡增加就意味着信息的减少
 

所以玻耳兹曼写

道 4 “

嫡是一个系统失去信息的量赏
,  

一个系统有序

度越高
,
它的嫡越小

,
信息量就越大

,
还可以说 4 墒代

表无知的程度
,

信息代表知识的多少
,

二者是互补的关

系
 

六
、

嫡是系统的热力学几率的自然对数

热力学几率是系统某一微观态出现的概率
 

也可

把它理解为一个宏观态所能包含的所有微观 态 的 数
目

 

由玻耳兹曼原理 4

0 ∀ 5 , 6 # 7 8 /2 甲∀ 5 ,
6 #

〔其中 0∀ 入
,

6 #是系统的嫡
, 8 为玻耳兹曼常数甲 ∀ 5

,

6 # 是系统的热力学几率
 

」可知系统的嫡反映了这一

宏观态所对应的微观态数目多少
,

微观态个数多少又
反映 了系统无序度的大小

,

所以
,

嫡的大小说明系统趋

向平衡态的程度
 

墒越大
,

说明越趋近平衡态 ∗ 当系统

达到平衡态时
,

其墒值为最大
,

系统所包含的微观态的

数目也达到最大值
 

总之
,

嫡是极为重要而又非常深刻的物理量
,

可从

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加深对它的理解
 

最后
,

我们把嫡

与有关物理量的关系以图表的形式列出
,

以供同志们

参考
‘

墒墒墒墒 热力学几几

9999999 率 甲甲

非非平衡态态 较小小 较小小
巷巷巷巷巷

平平衡态态 最大大 最大大

混混乱度度
声曰 洲 下资: 月门 /;;;

信息息 不可利利

∀∀∀ 无序度 ######################### 用能能

<<<<<匕 五琶也也也也

度度度分布布布布

较较小小 不均匀匀 到到 较小小
∀∀∀有序伏伏伏 息息息
态态 #########
最最大大 均匀匀 失去去 增大大
〔〔无序伏伏伏 信息息息
态态 ##### ∀ 负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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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简介

 � , ! ∀一 # # ∃ %

综合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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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 − 月出版 . / 0 1 2 一∃ & 一 ∃ ∃ (∀ & 2 一& 3 4

·

, ∀ ∋

本书扼要地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 员 会 在
“
七五” 期间组织的 )∋ 个重大项目和很据特殊需要组

织的 & 个重大项目的研究内容
、

目标
、

课题设置
、

研究

队伍和资助经费的简况
+

5 (! (一川6 7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综合类 袁嘉祖编著

&( 开 (∋∃ 千字 &∋∃ 贞 平装 定价 ∗ 2
+

)∃ 元

王# # 一年 �( 月出版 . / 0 1 2 一 ∃ & 一 ∃ ∃ ( ∋∀ ! 一 。3 / · 2 &

(!∋ 一 。2∀ 8 〕 计算机开发应用成果汇编

自动化技术类 第三次全国便携〔袖珍 %计算机学

术交流会学术委员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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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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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 进交流
,

中国计贫
一

机 用户协会孙珍机协会

将近< 年来 会员的科研成果范捅成集出版 本论文桌

共收录优秀论文 ” 篇
+

涉及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一切
‘

应用的各个方面
,

其中有关便携  袖珍 %机开发应用的

论文 ∋& 篇
,

其他类型计算机开发应用的论文 ∋( 篇
+

本论文集既有硬件开发应用和软件开发应用的最新嘴

果
,

又有计算机在各领域 如数学
、

物理
、

化学
、

机械
、

电气
、

水利
、

地质
、

采矿
、

测量
、

土建
、

医学
、

农业
、

气象
、

管理
、

财会
、

教育等 %应用的最新成果
,

其中有些论文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最新科研成果
+

〔(呼2 一 。2 2 8 〕 专家系统设计原理

自动化技术类 王树林
、

哀志宏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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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十章
+

第一部分论述了专家系统基 本 原

理
、

总体设计
、

知识表示
、

知识库
、

推理机制
、

自然语言

理解和知识获取等内容
,

第二部分以未知有机物解析

专家系统为例
,

讨论专家系统中坏一组成部分的具体

设计方法
+

设中和调试过程中随时 出现的间题
,

保证了工程的高

质量
,

使同步辐射光束线一次调试成功
,

并取得了实验

结果曲线
+

北京正负电子
·

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的建设

速度在国际上也是高的
,

其性能已接近或达到目前国

际上正在运行的第 二代同步辐射光源的水平
,

在我国

开辟了利用同步辐射进行科学和高技术实验研究的广

阔领城
,

因此集体荣获 �# # ∃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
+

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
,

并有专著
+

 八 % 经福谦教授

经福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

、夕(# 年 ∀

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
+

曾就读于江苏学院数理系和

安徽大学物理系
, �# ,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

+

先后

被聘为长春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教研室副 主 任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

流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

所长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

� # #

年 ��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

生要

从事爆轰理论及应用凝聚态物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井

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

!∃ 年代
,

在承担大量教学工作的

同时
,

负责调查了营城煤矿周边地区地震剖面
、

松辽

平 原地震大剖面和大庆会战中地震资料综合解释等工

作
+

∀∃ 年代以来
,

在材料动态性质及动高压物理研究

领域
,

=

直接参加井负责领导建成了国内一流 的
、

部分条

件  如加载手段和压力水平方面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高压实验室
∗
负责领导并参加 了炸药爆轰条件下的高

压物态方程研究工作 > 合作提出了对 ?
+

≅ Α Β ΧΔ 爆轰

头模型的修正意见
,

否定了 ΕΦ Χ ΓΗ 9ΙΗ ϑ Κ Χ ϑ
模型的错误解

释 >合作提出了用爆轰产物会聚流驱动飞片的设想
,

为

提高化爆高压技术开拓了一个新的途径 > 独立地提出

了将反射冲击波压力增高特性移植于亮压物态方程的

实验研究工作的设想 落 负责领导并直接参加了地下核

爆条件下超高压物态方程的实验研究工作 > 研究了地

下核爆环境中电探针辐照失效机理 > 解决了地下核爆

超高压物态方程测量中试件布局设计必须遵循的一个

重要准则 > 提出了核爆外电磁干优屏蔽层的瞬变集肤

效应概念
,

为利用
“
时间躲避” 技术简化屏蔽层设计提

供了理论依据 > 提出了在有限空间内的中子及
丫
屏蔽

层设计的构思并获实验证实 > 倡导和领导了早期的激

光驱动冲击波的高压物态方程实验研究工作
,

取得重

要结果 > 倡导并参加了高压下粘性
、

电性和爆电换能

 一种利用冲击波作用下铁电相一反铁电相转变 的 能

量转换技术 %等研究工作 > 系统地开展了不同加载速率

下受冲击自由面的微物质喷射观象研究
,

获得规律性

认识及预测方法
+

核武器研制中
,

在内爆动力学领域

实验研究的技术领导工作方面
,

提出了半球模型实验

设计理论的
“
严重稀疏范围

”
概念 >发现存在一些非理

想流体行为的界面不稳定性致稳因素 > 合 作 提 出 了
“
绝对保护”和

“
相对保护

”
两种概念

,

并获得应用 >在核

武器研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作出了重要贡献
+

曾集

体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发表
《
平面单层飞层

侧面稀疏影响的实验研究报告
》  与熊后光合 作

, �# ∀ 乡

年 %
、 ‘
冲击波速度一粒子速度关系式的一个简单推导

及其直线表达式适用范围的讨论
》  � # ) ( 年 % 等研究论

文数十篇
,

并合著有
《
实验物态方程导引

》  �# )。年% 等

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