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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理论物理所专题讲座由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 员
、

理

论所研究员何柞冻先生作了题为 ‘量子力学测最问题和非 各

态历经 。 统计系统 , 的报告 内容摘要如下

一 , 测 定理是且子力学基本原理中不可缺少的独立 的

苍本原理
,

量子力学的测量假说就是最子力学体系在经历 测 量 后 ,

要跃迁到相应的算符的本征态或者由所谓纯粹状态转化为 混

合状态 但不能以量子力学的其它基本原理
“
推导

, ,
出来 , 必

须独立地引人量子九学体系以内 而且 , 量子力学如果缺少

了这一很说 , 那么在逻辑上很难成为 自相封闭的系统

二
、

玻尔的 不可 疫制的相互作用

为了解释测量后 的 双缝衍射花样为什么要变成两个单 缝

衍射花样的叠加
“ 干涉项 ”随“ 测量 ” 而消失的现象

, 玻尔提出

了仪器和微观拉子乏间存在不可控制的相互作用的假说 这

一假说认为在仪洛和拉子相互作用时 , 会咚不可控制
”

地在相

应的本征态上产生某个任意的相角 , 正是这种任意的相角 导

致干涉项的消失 但是
, 这种解释并没有何答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
“
随机

”
的相角

三 诺依曼的测且定理和物理 —心理的率行主义

冯
·

诺依曼 年设想测量仪器也是一个服从 量 子 力

学规律的微观系统 , 把被测微观体系与测量仪器看作更大 的

一个微观体系 他用严密的数学证明测量仪器消除了被测 体

系中的
“
千涉项

”
这样

, 将存在一个仪器的链条及观察者的

神经系统等 , 在这一无限的“ 链 ”内都是自治的 于是有所谓

的“心理和物理的平行主义 ”的原理 被测系统与侧量仪器的

界限是无关紧要的 , 这个界限可以在被测系统和侧里仪器 之

间
、

可以在测最系统和感觉器官之间 , 甚琴可以在精神系统和

最后的“ 抽象的 自我 ”之间

四
、

对诺依受测 定理的批评

一 量子力学研究中之所以广泛流行诺依曼的侧量定理是 因

为在测量过程中以“ 主观介人
”
观点为“

科学 ”基础 但由于测

量过程是嫡增过程 , 不能在薛定谓方程范围内推导出来 , 因而

诺依受的 ‘证明 ” 实质上是由错误的前提而得出的错误的 结

论

五
、

压
一

理论

, 年意大利学 者
,

成 和
· 。 , 盯 等证明上述

“
干涉项 ”的消除并不需要 “ 抽象的

自我 , , 而是在宏观珊最仪器
,

和微观粒子休系相互作用时发 生

的 由于此理论具有深刻的唯物主义性质 , 受到众多理论物

理工作者的支持

最后 , 何柞殊先生探讨了应 用 刀 一乙一

理 论 解 决

即
,

和 佯谬 问 题

三

第 呼次专题讲座是由广州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教

授李华钟先生主讲 , 题为《 介观 。。 物理 —过路

人所见 》 全文共分四部分

介观尺度 年以来 , 实验肯定地显示有一种现象 ,

其实验手段与理论解释都与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纯宏观或纯微
观区划有很大的本质的相异 这种现象存在的尺度亦介子过

去所界定的宏观和微观之间 在实验上 , 中介尺度 之

理论上
, 衡 。 , 乙币 为电子在无序介质中经受两次非弹性散

射之间的自由程 , 也即 电子波保持其位相关系的 一 段 路程

所以 , 在样品大小线度 感 咨 时 , 电子运动为波动占主导地位

微观 介观 宏观

含粒子数 个 一
, 一 , 一 ,

长度大小 。 一‘ 一 少
月

从上表可见 单个原子或分子《 《 通常宏观物体 由

此推论
,

特征量可以用宏观量表述 , 即用宏观方法测定
, 但决

定的性质是微观粒子的规律 , 样品大小则应大到足以用宏观

量测量
,

小到电子波在全样韶长度上显示波动位相相干
,

现

代微电子技术的集成电路线度 乙已接近

关链实验 先决条件 之 价 , 但 谁 随温度下降 而

增大 所以有利条件为低温 蕊 , 乙, 拼 年代实验

技术 , 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可以做出 。 拼 的线度

理论启示 实验结果表明 在介观尺度 , 样品测量

所得并不完全是系综平均 个别样品内部的特有行为也会在

所测量的物理量中显示出来 瓦 在介观尺度 , 人们仍然用宏

观方法测最宏观定义的物理量 , 但是所被测的量属于宏观还

是微观 , 却会依赖于所用 的测量方法和手段 ‘ 系统所遵从

的规律是微观 最子力学 规律 在固态物理中过去主导的

观念和理论 经典
、

半经典或量子修正 的办法
, 在介观物理中

需要改变为完全计及或波动性的方法

从理论方法来看 过去处理输运过程的方法
、

玻耳兹

曼方程
、

甚至对有的现象系综统计平均 , 在介观系统中是不适

用了生 人们需要从量子的运动方程出发找寻像玻耳兹曼方
程那样有效的近似 ‘ 目前对 , 略年以来新的实验现象 有

了大致定性的了解 , 但是尚未到定量的程度

工业效益 美国 , 欧共体
、

英国
、

日本等都已投人相当

的人力
、

物力于介观现象的研究 , 并已取得了某些成果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