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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广大理论物理学家们建议
,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为推动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和促进学科之间

的交流
,

拟定自& ∋ ∋& 年 & 月起
,

每月第三个星期五下

午在理论物理研究所举办一小时的专 题 讲座邀请有

关专家用非专家的语言
,

深人浅出地介绍问题的最新

动态
、

成就和展望等
,
以期达到学科之间交流的目的

 

第一次专题报告已于一月十八日下午举行
 

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朱洪元先生作了题为
《

高能

物理的进展和展望
》
的报告

 

朱洪元先生一开始便引用 了& ∋ ∋。年八月新加坡召

开的第() 届高能物理国际会议上总结出的结论 ∗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理论非常成功地经受住了所

有实验的检验
,

超出标准模型的结果尚未得到

#唯一无法用标准模型解释的现象不是来 自 高

能物理实验
 

而是天文观察和研究中推得的结

论 ∗ 宇宙中存在大量暗物质% 

此结论说明了标准模型的巨大成功
 

接着朱洪元

先生介绍了标准模型理论本身
,

回顾了模型建立的历

程
 

实验和理论相辅相成地发现标准模型的基本组元

和这些组元之间存在着的基本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认

识过程
 

生动地向听众展示了一部实验研究和理论研

究相互促进的历史
 

首先
,

实验发现了当时理论所无法

解释的新现象
,

促进理论向前发展
,

而理论的进展又导

致超出 当时实验结果的新预言
,

促进实验进一步向前

发展
 

朱洪元先生还指出了某些例外 ∗ 有些理论的发

展来自解决理论的内部矛盾
,

如量子电动力学的发散

困难导致重整化理论的建立 + 为解决牛顿提出的具有

瞬时相互作用性质的万有引力理论和狭义相对论否定

了同时的绝对性之间的矛盾
,

导致广义相对论的诞生
 

朱洪元先生认为
,

目前高能物理研究正处于这样

一个阶段 ∗ 从实践中
,

我们已认识现象深处的本质
,

发

现了客观世界规律#由标准模型所概括 %
,

它将反过来

指导实践
 

到目前为止
,

所有可靠的实验结果和标准

模型相符和的事实
,

表明实验还没有能够冲出标准模

型理论所表达的规律起作用的边界
 

他指出了 当前实

验和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实验研究方面 ∗

&
 

必须进一步检验标准模型理论
,

应该研究尚未

研究过的现象和过程 +

(
 

争取发现 , 层子和 −. //
0
粒子

,

这在本世纪末

一定能发现 +

1
 

提高标准模型理论中 &2 个参数的精确度
 

这些

参数中有些已定得很准
,

而有些参数定得稍差甚至还

根本未定下来 +

3
 

还有些刚开始着手研究的问题
,

如规范场论的

三次项和四次项的效应
,

鱼需进行深人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 ∗

卜理论计算结果的精度必须提高
,
如低能强相互

作用过程和许多强子的性质#实验已测得相 当准确% +

(
 

理论上有待于对 4 5 6 一 7 89 :. ∗ 6
规范场论 进 行

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

1
 

标准模型理论是探索微观世界基本规律的一个

里程碑
,

但不是终点
,

必须进一步提高
 

朱洪元先生接着分析了研究工作的两个基本方向

及其相互关系
 

探索物理现象深处是否隐藏着更大的

对称性和探索物质结构的下一个层次
,

这两个方向也

是相互密切联系的
 

朱先生从万有引力相互作用
、

电

磁相互作用
、

强相互作用
、

电弱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

在宇宙各层次物质结构认识过程中起的作用说明了这

两个研究方向的正确性
,

也同时说明这些探索取得的

成就迄今还很有限和带来的新问题
,

并指出 ∗ 要在这

两个方向的探索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

还需要物理概念

上的创新和突破
,

而这种创新和突破看来还得由突破

性的实验来指导探索的方向
 

最后
,

朱洪元先生列出了当前有待于理论解答的

十一个问题 ∗

一 − ./ / 场和 − ./ / 0

机制的实质是什么 �

(
 

量子万有引力理论的发散困难不能重整化
,

问

题出在哪里 �

1
 

“

代自由度”的实质是什么 �

斗
 

是否存在其它尚未发现的自由度�

,
 

是否存在其它尚未发现的基本相互作用 �

;
,

相互作用的传递者如 + 光子
、

中间玻色子
、

胶

子
、

引力子的存在及其所属群表示由定域对称性决定
,

是什么原理决定轻子和层子的存在及其所属群表示 �

<
 

为什么有些对称性是定域性的
,

而另一些对称

性是整体性的 �

2
 

为什么轻子和层子的质量谱如此特殊�

∋
 

狭义相对论表达了外部自由度空间流形和时间

流形之间的联系
,

定域规范对称性表达了外部自由度

流形和内部自由度流形之间的联系
,

电弱统一理论表

达了内部自由度同位旋空间和超荷空间的联系
 

是否

在表达物质的一切基本存在形式的流形
,

包括外部自

由度流形和一切内部自由度流形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

系 � 如何在理论上统一地反 #下转第 ( 3页 %



我从小兴趣广泛
,

业余爱好集邮和无线电技术
 

不过
,

我最感兴趣的
,

还是物理学知识
,

尤其是现代物

理学
 

我之所以爱好物理学知识
,

是因为在我看来物理

学
,

尤其是基础物理学知识
,

对于人形成一个良好的世

界观是有极大帮助的
,

物理学是一切哲学的基础
 

物

理学引导人们去探求物质世界的本原
,
是人类认识客

观世界的活动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回顾历史
,

经典力

学给神学敲响了丧钟
,

统计力学彻底否定了经典力学

的决定论
,

使得宿命论没有市场 +而相对论更使人类对

宇宙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

⋯⋯

我想
,

不管是从事物理学研究也好
,

还是从事其他

工作也好
,

掌握一定的物理学知识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

阅读过许多很好的物理方面的科普书籍
,

比如 ∗ 科学

出版社的
《
超导体==# 章立源 %

《
绝对零度的探索

—
低

温物理趣谈==# 库
·

门德尔松 %
《

基本粒子
》

#汤川秀树少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的《宇宙密码城美国 −
 

>
 

佩

格斯% 等等
,

还有原子能出版社的
《
惯性约束核聚变

》

#袁之尚%
,

还有很多
 

但是
,

我想
,

只读这些专著往往

范围不宽
,

并且象这类好书也不常能买到
 

我想
, 《
现

代物理知识
》

对我很合适
,

所以我才订阅她
 

#上接第() 页% 映所有这些联系�

&?
 

广义相对论反映了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 ∗ 动量

和能量如何影响外部自由度时
一

空流形的结构
,
物质存

在的特殊形式是否也会影响内部自由度流形的结构�

& &
 

能否给予一切已知的粒子和它们之间的一 切

已 知相互作用统一的理论反映�

朱先生指出
,

以上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有待解答

的一部分问题
,

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能因为十几年

来的努力没有取得突破而放弃
 

护沪沪沪沪
�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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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元先生在报告中告诫我们 ∗ 对我们进步的最

大障碍
,

是对我们无知的无知
,

所以认识到我们的无知

是一大进步
,

这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向更高的目标

去探索
 

有近百人聆听了这次生动而成功的报告
,

到会的

有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先生
、

彭桓武先生
、

陆启铿先生等
 

第二次专题报告于 ( 月 (( 日举行
,
届时由理论物

理所研究员郝柏林先生作题为
《
混沌现象

》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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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带助开展某一新领域的研究
 

& ∋ 2 2 年中心

支持了 :“ 项上述外部活动
 

另一方面
,

中心还建立了第三世界科学网
,
以便共

同使用贵重仪器
,

同时以网络的形式组织讲习班
、

工作

站
、

安排访问学者以及保持与国际科学组织的联系
 

到目前为止
,
已确认了 ); 个高质量的科学中心

 

中心还开展了书和科学装备的捐献活动
 

捐献的

书包括期刊和会议录
 

这些文献来源于个人
、

图书馆
、

出版商
、

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
 

中心将这些书刊陆续

分配到发展中国家
, &夕2 2 年共发送了 (。, 。。 本

,

受益

的有 ) ?? 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所
 

中心也接受一些实

验室的剩余仪器
,
目前已用这些仪器帮助了 && 个国家

的实验室
。

为了防止第三世界国家智力资源流失
,

中心建立

了联络员计划
 

智力流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最好的科

学家向发达国家移居的现象
,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被

指定为任期六年的联络员之后
,

在任期内可以有 1 次

访问中心的机会
 

每次访问不能超过 1 个月
,

不少于
; 周

 

在他们访问期间
,

可以独立地工作或与其他科

学家进行合作研究
 

联络员通常由教授
、

副教授或研

究所有经验的职员担任
 

这一计划使几百位优秀科学

家不受西方国家优越条件的影响
,
居住在自己国家

,

进

行高水平的研究
 

实践证明计划是非常有效的
 

对于

已具有一定国际声誉
,

或者在他们国家已有相当高的

研究或教育方面职务的前任联络员
,

可能会被指定为

高级联络员
,

并为他们提供来中心的机会
,

完成自己所

研究的工作
,

以避开繁重的行政职务
 

&∋ 2 2 年中心有

来自(( 个国家的 )2 位高级联络员
 

对于年轻的科学家
,

中心建立了初级联络网
 

初

级联络员是从参加过中心课程和工作站活动的人员中

选出的
,

任期为 四年
 

他们每年可从中心得到价值为

1 )? 美元的科技书刊
 

斗年之后
,

他们有可能成为正规

联络员
,

&∋ 2 2 年中心有 &3 2 个联络员
,

大部分来自亚

洲和非洲
。

中心于 & ∋ ; 呼年建立了合同项目计划
 

人员派出

单位为乙方
,

负责部分或全部旅行费用
 

中心为合同

的甲方
,

负责乙方派出人员在中心的生活费用
 

根据

需要来中心的成员可以参加工作站活动
 

第三世界国

家已有 1 22 个研究机构与中心建立了合同关系
 

中心还与一些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
 

如专门培养

博士研究生的国际高级研究学院 + 基因工程和生物技

术中心 +第三世界科学院 + 国际科学中心等
 

这样
,

各

机构之间互相取长补短
,

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

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