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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一位著名物理学家认为 ∀

现代物理学发韧于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先哲们的研究
&

从那时

起
,

摘取科学桂冠而荣获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大师们都来自西

方
&

他们何以得到如此殊荣∋

他们是怎样进行工作的∋ 他们

是看见和听到什么而能告诉人

们原子或电子确实存在 ∀ 如此

等等
,

曾使许多读者致函本刊

编辑部
,

要求不定期地加以介

绍
&

为此
,

从这一期起
,

本刊正

式开辟
《
国外科学家介绍

》
栏

目
,

希望从事物理学史研究的

行家里手
,

能同我们一起耕耘

这块处女地
&

我们和读者一样
,

期待着你们
&

( (

帕维尔
·

阿列克谢维奇
·

契伦科夫是苏联著名实验物理

学家
,

著名的
“
契伦科夫效应

”

发现者
&

) , ∃ ∗ 年 + 月 ,− 日出

生于苏联沃罗涅 日州新奇格拉

村镇
&

在那里接受了初等和中

等教育
&

) . , −年毕业于国立沃

罗涅 日大学物理一数学系
,

此

后在米丘林市一所中学里任教

二年
&

从 ) . / ∃ 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工 作
,

) .” 年获得博士学位
&

)夕刁− 年起任莫斯科动力学 院

教授 � ) . 0) 年起任莫斯科工程一物理学院教授
&

) . 0−

年
,

他与苏联著名物理学家 1
&

2
,

塔姆及 环3
&

弗朗克

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

契伦科夫被誉为
“
为苏联

物理学增光的人
”

&

长期以来
,

契伦科夫从事物理光学
、

核物理学
、

宇

宙线物理学和加速器技术领域的科研工作
,

并有字宙

线与加速器方面的著作
&

). / , 年
,

契伦科夫进入苏联科学院 45 1
&

列别捷

夫物理研究所研究生班
&

当时
,

他根据导师
、

科学院院

士 6
&

1
&

瓦维洛夫的建议
,
开始研究铀盐溶液在镭的

二
射线作用下的发光现象

&

在研究过程中
,

于 ) , / ∗ 年

发现了一种奇特微妙的物理现象
&

他发现在纯液体中
,

由 丫辐射作用所引起的微弱
、

浅蓝色的发光
,
与通常的

发光有着明显的不同
&

后来
,

他在视闻内采用光度学

方法
,

进行了一系列极为困难的实验
,

侧定了这种新辐

射的一些重要性质 ∀ 辐射光谱的能量随最初 丫 量子能

量的增加而增加 � 闭的特征 � 以及非寻常的偏振等
&

在

他研究的基础上
, ) . / ∗ 年

, 6
&

1
&

瓦维洛夫得出结论 ∀

新的辐射跟 丫量子无关 � 它在 丫 射线所引起康普顾散

射情况下
,

跟溶液中所形成的电子有关
,

且为这些电子

的韧致辐射%注 ∀ 当时
,

6
&

1
&

瓦维洛夫错误地假没为

电子的韧致辐射#
。

以后
,

契伦科夫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实验
,

详细地

研究了磁场对受镭的 丫 射线辐照液体发出可见光亮度

的影响
&

实验证实 ∀ 这种发光实际上不是由 丫 射线
,

而是由次级康普顿电子所引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
,

在实

验中发现
,

新的辐射沿康普顿电子的运动方向占有优

势
。

这种性质极为重要
,

对弄清这种物理现象的本质

有决定意义
&

) . / + 年
, 1

&

2
&

塔姆和 体3
&

弗朗克根

据契伦科夫所获得的实验资料
,

在经典电动力学基础

上创立了充分阐明这种辐射主要性质的理论
&

他们指

出∀ 由契伦科夫所观察到的发光现象并非由 丫射线产

生的
,

而是由于带电粒子 以超过光在介质中的速度作

匀速运动时产生的
&

这个现象被称为契伦科夫效应 �

这种辐射被称为契伦科夫辐射
&

平时我们看到水中快速前进的船
,

当船速大于水

的波速时在船尾将激起尾波
。

同样
,
超声速子弹或飞

机在空气中也激起类似的尾声波
,

这就是超音速飞机

掠过上空时激起的爆炸声
&

契伦科夫辐射类似于这种

尾波
,

不过它是
“

超光速
”
带电粒子在介质中激起的尾

电磁波
&

) . / 7 年至 ) , / + 年间
,

契伦科夫进行了一系列新

的实验
,

定量地证实了塔姆和弗朗克的理论
&

他测定

了辐射方向与粒子速度
,

方向之间的特殊角 夕 %8 又

称为契伦科夫角#
,

以及 ‘与介质折射率
9

之 间 的 关

系
,

即
。 : ∀ 口 ; 二

&

6

为真空中光速 � 同时
,

他又精确地测定了辐射光谱的

能量分布
,

以及发光的绝对亮度
&

) . / + 年
,

契伦科夫在上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

提

出了应用这种新的效应来测定带电粒子速度的 思 想 �

这种思想后来成了制造契伦科夫计数器
,

契伦科夫分

光计的基础
&

契伦科夫计数器是在高能物理和宇宙线研究中被

广泛应用的重要 计 数器 之一 它是利用契伦科夫效

应作成的高能粒子探测器
,

是由装在暗匣中的透明辐

射休 %有机玻璃
、

蒸馏水
、

二氧化碘等#
,

光电倍增管

以及光的收集装置所构造
&

其时间分辨率约为 )毫微

秒
,

最高计数率达每 秒 一千 万次
&

根据不同用途可

以有闭计数器 %只记录速度超过某一最低阂值的高能

粒子 #
,

微分计数器 %选择记录速度超过闭值而又在一

定范围的高能粒子#
,
全吸收谱仪 %将高能光子或电子

全部能量记录下来 #
,

积分式射线束速度监视器 %将射

线中许多粒子的效应记录下来
,

可以用来监视束流中

粒子的速度分布# 和临界反射探测器 %这种计数装置

可以采用大角度
,

因而能够接收较多的契伦科夫射线#



喀
&

由它们组成一套符合和反符合系统可用于 测 定

位子寿命
,

从光强测定粒子的电荷数
,
利用辐射测定

粒子速度和运动方向
,

并可用于带电校子的快速计数

和从强本底中选出不同速度 的 稀 有 粒子
,

以及用来

区分高能粒子和粒子束的选择
&

) . 0 0年
,

新粒子一反

质子就是借助于契伦科夫计数器发现的
&

另外
,
根据

契伦科夫效应的原理还可以制成宇宙射 线 计数 器
&

) . + 0 年
,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采用氦或氮作为发光传光

气体制成长达 7 米的契伦科夫计数器
&

从人射 粒 于

处发出的光经处于前方的环形镜子反 射 回 来
,

射 到

有一组光电倍增管后面的聚焦环孔上
&

改变气体的气

压
,

就改变了折射率
9 ,

这样就在契伦科 夫 角 < 固

定不变的情况下
,

通过改变器内气压来侧 定 粒 子 速

度
= ,

根据记录所需气压的高低 %要高到 )∃ 个 大 气

压# 就可以鉴别质子
、

> 介子
、 二

介子
、 ” 子和电

子
,

探测效率可达 .− 肠
&

) . ∗ 7 年
,

由于发现
、

研究和解释了这种新的辐射
,

瓦维洛夫
,

塔姆
,

弗朗克和契伦科夫荣膺苏联一等国家

奖金
&

). 0 − 年
,

契伦科夫
,

塔姆和弗朗克由于发现和

解释了契伦科夫效应而共同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
&

后

几年
,

契伦科夫的科学兴趣转向宇宙射线方面的研究
,

发现了宇宙辐射组成成分中的多重带电离子
&

从 ) . ∗ 7 年开始
,

契伦科夫参加研制苏联第一台电

于同步加速器
,

并于 ∀ , ∗ + 年建成安装在由 ?
&

1
&

韦克

斯勒所领导的实验室内
&

) . ∗ − 年 ) 月
,

该实验室在契

伦科夫领导下建成了苏联第一台电子感 应 加 速 器
&

) . , , 年
,
由于契伦科夫以及韦克斯勒实验室的全体助

手参加并建造了能量为 , 0∃ 3 & = %≅Α ,0 型# 的电子同

步加速器而荣膺苏联国家奖金
&

从 ) . 0 . 年起
,
契伦科夫领导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光生介子实验室
&

主要研究粒子间的电磁相互作用
,

例如在能量达 , , 。3 < = 的情况下
,
详细地研究了最轻

核在 丫量子作用下散裂反应的过程
&

在这段工作期间
,

契伦科夫与 Β:
&

3
&

阿多一起首先提出建议并在同步

加速器上积累和获得了正电子束的新方法
&

由于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 叩+ 年契伦科夫及其助手们第三

次荣膺苏联国家奖金
&

为了改善实验条件
,

契伦科夫在特罗伊茨克市%在

莫斯科州#领导设计和建造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其

研究方向是电磁相互作用和新的科学综合体工程
,

其

中包括能量为 )
&

/ Χ <= 的大功率同步加速器和现代化

的侧量记录中
』合

&

) . + 。年
,

契伦科夫实验室与高能物理研究所
、

埃

里温电子束物理研究所共同建造了 +∃ Χ< = 谢尔普霍

夫型号的质子加速器
&

+∃ 年代末
,

契伦科夫在新型的加速器上获得了第

一批物理学研究成果
,

其中包括在环形加速器上进行

的关于扭摆辐射的研究
&

所谓扭摆辐射
,
就是带电粒

·

导师纵横录
·

治学之道在用心

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 鲍家善

治学之道无他
,

用心而已矣 ∀

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
必须要

“

推陈出新” &

所谓
“
推陈

” ,

决不是把旧有的经验一概否定 � 所谓
“
出新” ,

也决不是胡思乱想
&

譬如说
, ) . ∗ / 年我进入麻省理工

大学放射实验室从事国防科研时
,

领导安排我做天线

工作
,

我对天线一无所知
,

但学过光学电磁学
,

把光学

的知识应用到夭线设计
,

解决国防科研的需要
,

发展

了
“

微波光学” ,

这就是推陈出新
&

一方面解决了国防

的课题
,
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光学科学

&

这种例子很多
,

如激光
、

光纤等等
&

子%如电子#在受到电场或磁场周期性干涉而沿着正弦

形或螺旋形轨道运行时所产生的辐射
&

同时
,

契伦科

夫还测定了安装在同步加速器直线间隙内的波纹机的

辐射光谱
、

角度和偏振的特点
。

Δ” )年
,

契伦科夫在一

种新型加速器上完成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实验
,

其中

包括 二 介子的康普顿散射过程
&

他除了在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中心的同步

加速器上工作之外
,

还在杜布纳
、

谢尔普霍夫 %均在莫

斯科州 # 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实验室的加速器上进行

高能情况下电磁过程的研究
&

现在
,
契伦科夫虽已年迈

,

还在坚持工作
,

悉心研

究
&

为了研究物质在中能领域内的性质
,

他除了进行

上述这些工作以外
,

还专门研究设计一种新型的能够

连续工作的强电流电子加速器
&

多年来
,

契伦科夫是前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团成员
,

欧洲安全委员会成员
,

科学家帕格沃希运动的

参加者和工作者
&

帕格沃希运动
,

就是科学家争取和

平
、

裁军
、

国际安全和科学合作的社会运动
,

倡导者有
Ε

&

爱因斯坦
, Φ& 约里奥一居里和 ?

&

罗索等
&

在 ≅& 伊

顿的支持下
,

首次帕格沃希运动拥护老会议于 ) . , + 年

在帕格沃希 %加拿大#召开
,
截止 ) , − , 年共召开了 /)

次会议
,

其中第 ‘次 %) . 7 ∃ 年#和第 ) . 次% ) . 7 . 年 #会

议在苏联举行
&

契伦科夫除了 ) . 0 − 年与塔姆
、

弗朗克分享诺贝尔

物理学奖
、

三次荣膺苏联国家奖金以外
, ) . ∗ 7 年

,

他以

发明高速带电粒子的探测方法荣膺斯大林奖金
&

两次

荣获列宁勋章
,
两次荣获劳动红旗勋章

,

还荣获苏联荣

誉勋章
、

奖章和许多外国勋章
&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