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卞 德 培
·

编者按
� � !  年底之前

,

传闻一颗 小行星将撞击地球
,

巷起许 多人的 恐慌
∀

消息很

快得到 了澄清
,

原来是场 以 讹传讹的虚惊
∀

甲 � 那颗一时成了新闻人物的小行星
,

究竟是怎

么回事 #

乙 � 那是颗不大的小行星
,

直径约 ∃∃ 。米
∀

�  !  

年 % 月 %� 日
,

两位美国天文学家霍特和托马斯
,

在搜

寻近地小行星时
,

发现了它
,

它的临时编号为 �  !  & ∋
∀

经过几天的观测
,

它的轨道根数被确定下来
∀

他们惊

讶地发现
, ! 天多之前

,

它曾一度走到离地球只 ( 万

公里处
,

还不到地
、

月间距离的两倍
∀

夭文距离动辄以

亿万公里或若干光年来计量
,

( 万公里可说是近在咫

尺
,

传说小行星要撞击地球实源于此
∀

不过
,

对于直径

� ∃ ) ∗ ∗ 多公里的地球来说
, �  !  & ∋ 还远在 地 球 直

径五六十倍之外呢 +

甲 � 刚才说到小行星轨道根数
,

指的是什么#

乙 � 为了描述一个天体的运行
,

以及它轨道的形

状
、

大小和在空间的位置等
,

就需要掌握其轨道的一

些参数
,

叫做轨道根数
∀

它们是 � 轨道半长径
。 ,

偏

心率
口 ,

倾角 ‘
,

升交点黄经 口 ,

近 日距 宁
,

近 日点角

距 山 ,

周期 , 和过近 日点时刻 − 等
∀

� ! &∋ 的这些

根数是 �

. � �
∀

∗ / 天文单位
, � ∗

∀

% ( �
�

,
“

宁
�

∗
∀

( , / / , 天文单位 0 � � 1 ∗ “ 山 � 2 , ,
“

−
�

�  !  年 3 月 � % 日 户
� �

∀

∗ % % 年

甲 � 过去有过比 �  !  & ∋ 更接近地球的小行星

吗 #

乙 � 还从来没有过
∀

在此之前
,

一直保持着离地

球最近记录的小行星是
“

赫姆斯” , �  % ) 年 �∗ 月 % 。日 ,

它创记录地从距离地球 !∗ 万公里的近处经过
∀

它和

�  !  & ∋ 都 属于阿波罗型小行星
,

或者叫近地小行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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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了
∀

当然
,

零的精确度还在不断提高之中
,

暂时还

不能完全和 5 射线衍射相比拟
,

因此可以说是生物分

子晶体结构测定的一种重要补充
∀

但是由于它具有能

直接了解溶液中的结构这一突出优点
,

以及作为和分

子动力学研究的结合从而成为结构与功能相互关系的

桥梁这一重要作用
,

受到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重视
∀

因

此近几年来在国际上发展很迅速
∀

精确度也在逐步提

高
,

对某些蛋白质或其局部
,

溶液中 67 一8 9 : 测定已

经可以和 ∃ 入 分辨率的 5 射线衍射的精确度相比
∀

其

结果是一方面通过二种方法所得结构相同或相近
,

说

明它们的等同性 ; 弓一方面用 67 一 8 9 : 反映不同区

域的无序性不同
,

特 洲是蛋白质表面和内部侧链之间

的区别 <如多肤激素胰高血塘素和金属原子比较丰富

的分子 =
,

从而成为一种极有用的补充信息
∀

除此以

外
,

6 7 一8 9 : 法还对用化学方法测定的氨基酸 序 列

分析结果可以加以检验
,

以纠正以往不正确的理解
∀

还

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 67 一8 9 : 分沂的结果有时不一

定要非常完整 <这涉及繁杂的计算过程=就可以得到有

用的信息
∀

例如前面提到的瘾杆菌肤 > 在溶液中是一

种环状平面型结构
,

但和脂相互作用后可以发现鸟氨

酸两侧的撷氨酸和亮氨酸之间也有 8 ? ≅ Α Β 交 义峰出

现
,

这说明在和脂作用后平面构型以鸟氨酸为中心二

侧成分折叠起来抽人到脂中的可能性
,

也是 短 杆 菌

肤 > 和细咆膜作用后的一种重要构象变化
∀

要知道本

文中所谈到的都还是蛋白质在溶液中的构象
,

但是人

们进一步感到极大兴趣的是在细咆膜中它们的构象如

何 # 在与外界物质作用后又有什么变化 # 这些问题都

涉及到生命的重大基本课题
,

例如分子识别和信息传

递等
∀

然而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手段
∀

也许 67
Χ

8 9 : 的改进和发展是解决这类司题的有希望途径之



甲 � 这类小行星有多少 # 对地球构成威胁吗 #

乙 � 已经发现了的阿波罗型小行星有六
、

七十个
,

占正式发现和编号了的小行星的 �一∃ Δ
∀

至于说到

它们能否撞到地球上来
,
从理论上来说

,

当然是可能

的
,

地球上已发现的那些大陨石坑
,

就是这类行星撞击

留下的痕迹
,

只是几率太小了
,

有人估计这类撞击也许

平均两亿年有一次
∀

甲 � 为什么要说正式发现和编号了的小行星
,

难

道还有非正式发现的吗 #

乙 � 情况是这样的 � 一颗新小行星被发现之后
,

最初只得到一个临时编号
∀

在计算出它的轨道根数之

后
,

就可以预报它下次回到太阳附近来的时刻
∀

按国

际惯例
,

新发现的小行星至少要有三次不同冲 日时期

的观测证实
,

表明其轨道已得到比较精确的测定
,

才由

国际小行星中心予以正式编号
,

发现者有权予以命名
∀

这个从发现到正式编号的过程
,

一般都要 �∗ 多年或者

更长些的时间
∀

到 �  !  年底我国紫金山天文台已发

现了约 � ∗ 。。颗小行星
,

已获得正式编号的为 � ∗∃ 颗
,

巳正式命名了 朽 颗
∀

为了表彰已故紫台台长张钮哲

在小行星观测和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

美国哈佛大学

天文台把 �  ) ( 年 �∗ 月发现的第 ∃ ∗ 1� 号小行星命名

为
“
张,’∀

甲 � 顾名思义
,

小行星大概都是很小的
∀

乙 � 是这样的
∀

测定小行星的大小
,

主要利用小

行星掩恒星这种天文现象
∀

到目前为止
,

在正式编号

的 /。。。 多颗小行星中
,

最大的一颗
,

也是唯一超过
3。。。 公里直径的

,

是 � ! ∗� 年元旦之夜发现的第 � 号

小行星
“

谷神星” ,
约 � ∗ ∃ , 公里

∀

已发现直径在 % ∗∗ 公

里以上的小行星还不到 �∗ 颗 ;直径在 � ∗∗ 公里以上的
,

也只有几十颗 ; 大量的小行星只有几公里或 � 公里不

到
∀

甲 � 小行星多数都是球状的吗 #

乙 � 小行星反射太阳光而发光
,

从其亮度的变化
,

表明大多数小行星都有自转 ; 根据其亮度变化的不规

则性
,

则反映出它们并非是球体
,

绝大多数是不规则的

多面体
∀

由于表面构造的不同
,

各处的反照率也不尽

相同
∀

此外
,

小行星自转轴的指向是随机的
,
自转周期

一般是几个小时
,

但也有长达几十个小时的
∀

甲 � 小行星都集中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吗 #

乙 � 绝大多数小行星都集中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

间的一定范围内
,

这就是小行星带
,

此带大体上从∃
∀

∗(

乙 � 根据对小行星所进行的各种观测和侧量
,

如 �

光度
、

分光光度
、

偏振
、

红外等
,

小行星大体上可以分成

( 类
,

主要的是 ∋ 、
> 和 9 % 类

∀

Ε 类小行星的主要

成分是碳
,

因而显得特别暗
,

反照率只有 ∗
∀

∗∃ 一。
∀

∗(
∀

在已研究过的小行星中
, Ε 类约占 /) 肠

,

落到地球上

来的少量碳质球粒陨石
,

很可能就是它们的碎片
∀

在

已研究过的小行星中
, > 类约占” 肠

,

它主要由硅酸

盐类等岩矿物质组成
,

反照率在 ∗
∀

�一 ∗
∀

∃∃ 之间
∀

这

些大多处于小行星带内侧的小行星
,

其成分与落到地

球上来的石质陨石
,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

9 类小行星

占已研究过小行星的 % Δ
,

主要由铁
、

镍等金属元素组

成
,

而不含硅酸盐类物质
,

反照率在 ∗
∀

∗! 一 。
∀

�1 之间
∀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的陨铁
,

可能来自9类小行星
∀

:

型
、

≅ 型和
“

灶神星”型只占 ∃ Δ 还不到
,

其余约 �% Δ

是尚难以定型的
,

称为 Φ 型
∀

甲 � 夕类小行星与 % 类陨星相当
,

这不是正好说

明陨星是小行星的碎片吗 #

乙 � 小行星带是陨星的大仓库
,

这是没有问题的
∀

问题在于 � 小行星是如何碎裂和被抛离小行星带的 #

这些碎片又是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和多长的岁月
,

才

转移到落向地球的轨道上来的 # 求解这类问题
,

促使

科学家们去研究小行星的运动及其在小行星带内的分

布等
∀

甲 � 小行星在分布上有什么特征吗 #

乙 � 小行星的分布并非杂乱无章
,

而是成族
、

流和

群
∀

。 、 ‘

和 Γ 都相似的小行星
,

称为小行星族
,

已知

的小行星族在 � ∗∗ 个以上
,

包含已正式编号小行星的

/∗ Δ 左右
∀

如果 气
。、 Γ

、 。 和近 日点黄经 1 个轨道

根数都相近
,

称为小行星流
,

已知的有 �∗ 多个
∀

另外

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小行星群
,

这是一种
。

都相似的小

行星集团
∀

脱罗央群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群
,

它们与木

星处在同一条轨道上
∀

甲 � 多数大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
,

小行星也有卫

星吗 #

乙 � 你真问着了
,
不过

,

小行星卫星的发现史只有

�∗ 多年的历史
∀ �  ) ! 年 ( 月

,

在观测第 1 %∃ 号小行星
“
大力神”时

,

根据它亮度的规律性周期变化
,

得出结

论 � 它周围有小卫星在绕着转
,

卫星被命名为 �  ) !

<1 % ∃ = �
∀

小行星与卫星的直径分别为 ∃ /% 公里和

斗,
∀

( 公里
,

两者相距  ” 公里
∀

现在发现不少小行星

周围都有小卫星陪伴的可能性
∀

一%
∀

“ 天文单位
∀

据

估计
,

至少有 1∗ 万颗

小行星
,

其中 ” Δ 都

集中在这里
∀

甲 � 小行星的物

理性质和化学组成都

很相像吗 #

火火火火 ∃ Η 111

Ι八丫
‘ ’Η

ϑϑϑϑϑ
ϑ 木木木

星星星星

咋
∀

六六六六
星星星

轨轨轨轨轨轨轨 轨轨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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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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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哟 际了了

门Λ�� 
匕!,!

小行垦数

小行星空间分布示意图



量子霍耳效应发现十周年

谷 清

霍耳效应是 � ! )  年美国物理学家霍耳研究载流

导体在磁场中导电的性质时发现的一种电磁效应
∀

他

在长方形导体薄片上通以电流
,

沿电流的垂直方向加

磁场<如图 3=
,
发现在与电流和磁场两者垂直的两侧

面产生了电位差
∀

后来这个效应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研

究
∀

一百年过去了
∀

�  ! ∗ 年一种新的霍耳效应又被

发现
∀

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冯
·

克利青从金属
一

氧化

物
一
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9? Α & ≅ − = 发现的量子霍耳

效应
∀

他在硅 9? > &≅ − 管上加两个霍耳电极 <如图

+
”

∃ =
,

把 9 Μ Α& ≅ − 管放到强磁场和深低温下
,

证 明雷

耳电阻随栅压变化的曲线上出现一系列平台<如图% =
,

饰Η Ν Ο

Π Π 十

图 �

十 斗 Π Π 十

霍耳效应

栅极
卜一

二 二 ∗
一一卜一

” “ 3一4 Π 4 一 Θ 二 ∃ 一州

一
玛 Η Ο

霍耳电极

漏极 源极

口口口口 口口

巨巨巨巨巨巨巨巨

图 ∃ 在硅 9 Μ > &≅ − 管上加两个霍耳电极

图 % 霍耳电阻随栅压变化的曲线

与平合相应的霍耳电阻等于

: Ρ “ Σ Η Γ
· Τ , ,

其中 了是正整数 � 、
∃
、
%

、 ·

⋯⋯ 这一发现是二十世纪以

来凝聚态物理学
、

各门新技术<包括低温
、

超导
、

真空
、

半导体工艺
、

强磁场等=综合发展以及冯
·

克利青创造

性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

为此
,

冯
·

克

甲 � 看来
,

小行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

乙 � 可不是 +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
小行星研究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

这些年来
,

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

我们的太阳系是从原始太阳星云演化而来的
,

而小行

星们基本上都保存着原始太阳星云的原始物质
,

对它

们的研究
,

以及对其轨道变化规律的探索
,

无疑对太阳

系的动力结构和演变
,
以及对整个太阳系的起源和演

化
,

都有着很重要的科学意义
∀

甲 � 有什么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吗 #

乙 � 到目前为止
,

除冥王星外
,

其余大行星都由行

星探测器作了程度不等的现场考察
,

而小行星探测还

是个空白
∀

�  !  年发射的
“
伽利略号”探测器以探测

木星为主
,

在它于 �  , , 年到达木星区域之前
,

预计于
�   � 年 � ∗ 月和 �   % 年 > 月

,

分别在不到 � ∗ ∗ ∗ 公里

的地方先后飞越第  1 � 号小行星
“
加斯普拉”和第 ∃ /%

号小行星
“
艾达”

∀

 ∗ 年代预计发射的土星探测器和

慧星探测器等
,

都有可能顺路对小行星进行拜访
,

而专

门的小行星探测器计划也在蕴酿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