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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月! 日,

一条澡炸性的特大新闻展动了

全世界
,
这就是英国的费莱希受和美国的庞斯∀以下简

写为 #一玲 宣称 ∃ 他们巳在简单的重水电解装置中实

砚了冷核聚变 , 短短的几夭时间内
,
世界各地的科学

家就安装了许许多多重水电解装置
,
进行了一系列实

驻
%

迄今为止
,

从所得结果来看
,
要完全否定或证实他

们的冷核聚变实验
,
似乎还为时过早

%

无论最终的结

果如何
, #一 & 在恰当的时刻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

,

起了解放思想
,
开阔眼界的作用

%

那么
,
为什么他们的

实验
,

在全球科学界引起如此强烈的震动呢∋ 现在让

我们在一个更大的时空框架下来考察 #一( 的冷核聚

变实验
,
对人类来说究竟惫味着什么∋

一
、

能滚危机威胁着人类

当我们审视现实
,
回顾以往

,
展望未来时

,

不得不

承认
,
地球上的人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之中

%

能派危机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 ∃ 枯竭和污染
%

当今人

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
、

石油等犷物燃料
。

它们是一

次性能源
,

不能再生
。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

矿物燃

料只是一段小擂曲
,
刚步人人类舞台不久

,
就即将结

束
%

至于污染间题
,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矿物燃料就

是今天环境污染的元凶
,

而由它引起的温室效应巳威

胁到人类是否能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

今夭
,

人类

社会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
,

而能源危机可能是我们面

临的最重大和级急迫的问题
。

程国钧

计表明
,

全世界的裂变能源只有 , )∗ + �。
, ,

焦耳
,

因此

裂变能的应用很可能只在有限时期内才是重要的
。

而

裂变中产生大最放射性废物及放射性污染
,

至今还没

有有效办法来解决
%

特别是美国三里岛事件和 苏联

切尔诺贝利事件后
,
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了核恐惧的阴

影
。

所谓聚变
,

是指两个很轻的核熔合为一个稍乖的

核的反应
%

若聚变后的核结合更紧时
,

也将释放能址
,

即聚变能
%

常见的聚变反应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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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列出的聚变能以动能形式释放
,

其大小和反应后

核的质食成反比
%

以第一反应为例
, ’

/ 。
和

,
的动能

分别为 。
%

�! 和 !
%

朽0 , 4
%

由式 ∀目中的聚变能可估

算 , ∃升海水中所含氛的聚变能相当于 相。升 石油
,
那

么海水贮藏的总聚变能约为 , + 59 ’‘
焦耳

。

此外
,
聚

变反应产物没有放射性污染
%

所以说它是一种取之不
尽

、

用之不蝎的理想能探
,

我初知道
,
太阳的光和热就

来源于聚变能
。

二
、

新的能派—核能

一

七十多年前卢瑟福说过 ∃ “利用原子能方法的发

现将打开人类发展的新的一页
%
”
他所说的原子能就是

核能
%

核能的利用有两条途径 ∃ 这就是重核裂变和轻

扶派变
%

一个重核分裂成两个中等质及原子核的反应

称为裂变
,

在裂变中释放的能带为裂变能
%

目前的核

电站及原子弹
,

就是利用此裂变能
%

然而
,

现有的估

三
、

热 核 反 应

近几十年来
,
许多国家

,

投 入大爪人力
、

物力
,

经历

了多种途径的研究
,

希望找到有经济价值的聚变能源
%

但是
,

这一目标至今还未实现
,
那么其困难何在呢∋

要发生聚变反应
,

必 须使参加反应的两个核接近

到强相互作用的力程内
%

要达到这么近的距离
,

碰掩

核必须克服∀或经由隧道效应穿越6相互间的长程朴电

斥力—
库仑位垒

%

所以 当入射能爪低于 几 个 :; 4

时
,
聚变反应∀功的截而少5 乎为零

%

但防肴参加反应的

核的动能的增加
,

藏而也迎提高
%

利用加速器
,

很容易得到引起聚变所需的能从
,

从

而实现核米变
%

然而
,

一则能肚得失相羞太大
, 二的河达



」 ·

二‘
<

姚尺度
,

所以在加速
’

过二实现灼火支反应 不可
了 蚊 砚狡凉

%

,

孰川俘宋竺能源
,

就必井
’

叮心
‘

=持的半变反户
%

为
> ‘

一 月 ?
、

杀件
,

应使参加州 泣的核 具有足以克很库
‘觉吧 的动能

%

比如说
一

、, 了使 参
’

反应的核具有

≅Α: “+’∀ Β :. 4 相应于 5
%

5‘ 月 尺 6自勺能从
,

须把它加热

多 5 9叹 的温度
%

在 �。‘Χ  决度下
,
原子完全电离而变

成 了等离子休
%

将 卜亿度灼等离子休约束在一定区域

汗 时几价足够长的时阎
,

使>如卜的怪核发生聚变
,

这就

是热核反应
%

红弹是利用原子弹烨炸产生的高温
、

高

Δ?三实现核聚变
, ‘

己是不可控热核反应
%

作为聚变能源

的目标而言
,

需要实现受控热核反应
,

而且 放 出 的

能皿应超过维持该反应所消耗的能傲
,
这 就是 劳 逊

∀≅ Ε Φ Γ “ Η

6 判据或得失相当 ∀Ι ϑ .Ε : Κ , . 。

6
%

要实现

受控热核反应
,
劳逊判据对等离子体的密度

, ,
温度 7

和约束时间 公三者有某些基本要求
%

概括起来
,

等离

子休必须满足下面三个条件 ∃ ‘功
”
必须足够大 ? ∀! 6

必须加热到所斋豹温度 ? ∀ 6所要求的
。
和 7 必须维持

足够长的时 5’ΛΜ>%

除
<

≅述条件外
,

实现受控热核反应还有一个困难
。

在 5 9 ’
Χ 撇度 #

,

现有的材料都不能作反应发生 的 容

器
%

目前
,

解决容器口勺最有希望的途径是磁约束和惯

性约束
·

注约束是用滋场作容器来约束
�
商温等离子休

,

实现受件宋变反应
%

当前公认的最接近能 源目标的磁

约束狡投是托卡马克 ∀7 3 Χ Ν 0 Ο Χ 6
%

七 十年代初提出的惯性约束
,

是利用来自四面八

方的激光束∀或相对论电子束
,

或 垂离子束6同时射向

爪和妇帕勺微小靶丸
,

使其加热
、

压北并产生核聚变
%

虽

然
,

它已不像初时想象的那样简单
,
碰到的问题也越来

越多
,

但仍是一条有希望的途径
%

‘编者按 ∃ 有兴趣的

洪行可阅读本刊 5 , � , 年第四期
《
激光傲性约束核聚变

,

一又
,

作者王淦昌
。

6

一方面
,

在 反应中 拼子也不职加
∃

而它
Δ
均半 交期只有

!
%

! 义 5 。一‘ , , ”子不能 长时门连州 咬用
。

所以 拼 于盔

化失 Μ?Π’? 上不可能提供有效的从沁
%

皿
、
卜催化聚变反应

5 , , )年实现了用 ”子催化的冷核聚变
%

砰子是比

较稳定的带负电位子
,
比电子重 ! 9) 倍

%

我们知道
,

爪

分子的两个爪核由周围共有的轨道电子束缚在 一 起
,

但相互间的库仑位垒使它们不能熔合
%

位垒穿透的几

率几乎也是零
,

这是因为电子的玻尔轨道半径

ϑ %

8 上娜一 亡盆
+ 5 9

一 , . Θ ,

比表征强相互作用有效力程的 二子康普顿波长

又
%
三

龙

Ρ
巴

二
Σ

Τ 5 9
一 ’>

Θ

大四个数量级
%

如果用 ”子代替爪分子中的电子
,

则

相应的波尔轨道半径就减小二百倍
,

仅比 又
二

大百倍
。

这样
,

两尔核由隧苍效应而熔合的几率就大得 多了
。

户
∃

爪孩万
、

变时
, 朴子并不会损耗

,

而仅起催化作用
。

另

五
、

电 化 洋 聚 变

英国 Γ 3 Υ , ς Ε 3 ( ‘3 Η
大

七
井的 #Ω‘ ∃ . 卜Θ ∃ 。 Η

和美 国

ΞΒ
∃
卜 大学的 &。 。 ∃

在厨房中进行了五年实验
,

今年  

月 !  日宣称用甩化学方法实现了冷核聚变
%

从他们的

论文来看
,

基本实叭是 ∃ Ψ Ψ
%

∗Ζ 的重水加。
%

∗ Ζ的普通

水并掺人少皿的 ≅Μ 9 [ 制成电解液
,

用铂作阳汲
,

不

同尺寸和形状的把作阴级
,

在室温下进行电解
%

由于

把是吸氢材料
,
在阴极电解的氛能大最的透入把内形

成把爪
%

实验中
,

观测了放热
,
中子

, , 射线拓佩
%

他们用最热法测蛋产生的热盘
,

发现产生的热贵

与艳的体积近似成正比
,

即为休效应
%

整个反应持续

了 5 !9 小时以上
,
每立方厘米的把产热达 59 瓦特

,

总

热爪超过 2 兆焦耳
%

实验中曾出现把被熔化的 事 例
,

表明实验达到了很高的温度 ∀把 的熔 点 5 ∗”℃人

由此推断这是一种核过穆
,

并估算能蛋得 失比 可 达
59 9 9 Ζ

Ρ

, − > 反应的特征标志是产生 !
%

朽 0 3 4 的中子
。

他们用 / 3 ϑ Φ 3 �� 的中子等效剂量率测量了中子 ? 还用

∴ Ε � ∀7� 6 晶体测员 丫能诺
,

在 !
%

! 0 3 4 附近发现有峰

值
,

被解释为 !
%

月]0 3 4 的中子引起的 臼
, 丫6反应

%

上

述两种方法测呈的中子产额均为 碍 + �。
‘

中子 ⊥ 秒
,

但

都无法鉴定中子的能最
。

此外
,

他们还测里了 户放射性能进
,

由此估算佩的

产额为 �
%

_ + �3
‘

原子
·

秒
一 ’,
与中于一致

。

Ω≅ 乎同时
,

美国 ⎯ 3 Υ Η α Ι ϑ Μα ς Ε ‘ 大学和 人ϑ Μβ 3 , ‘

大学的 > 3 Η 3 %
等人进行了很类似的实验

,
只不过阳极

改用金箔
,

阴极除用把外
,
还用了另一种吸氢材料钦

。

中子是用有能盈刻度的中子探月器侧皿的
,

在相应于
Ρ

中子能盈为 !
%

2∗ 0. 4 附近有峰值
。

中子产额是 书 +

59 ” 中子
·

秒
一 , ,

由此推算聚变反应率 为8 59
一”

一

聚

变
·

〔氛核对
·

秒6
一 , 。

它比爪分子的聚变率大了约招

个数蚤级
%

实验中没有测蛋佩
,
也没有关于生热的报

道
%

论文还列举了一些 地球物理现象
,

猜侧在地球内

部可能发生核聚变
,

并为地球提供部分的热及
。

两个组的共同结论是
,

在室温条件下电解重水时
观测到核聚变

%

对他们的结果稍加分析和对比
,

就会

发现不少问题及实验上的不完善
%

例如
,
两个组测盆

的中子产额
,

差了 ) 个数盆级 ? #一护 测最的中于和流

的产额约 59
‘

秒
一 ‘,

但从他们测处的产热里 ∀>3 “
%

没

有报道生热的现象� 6估计
,

中子和氮的产额约 59 % ,

8

59
, ‘

秒
一 , ,

也有 )一 59 个数皿级之差?其次
,

没有报遭
以水代替重水的对比实验

,

它对生热是否来源于核反

应可以提供一个判断 ? 此外
, 了射线

、

中子及佩的浦里

不是在同一次实验中进行的 ?对中于的沈 Β
, #一 ( 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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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孺永来伯物理学家
甲甲宁宁甲甲宁甲宁宁 嵘

·

本刊编辑部
·

去年的九月
,
正是“不似春光

,

胜似春光”的季节
%

国内许多物理学家
、

教授
、

研究员欣然应遨
,
回答我们提出

的问题—
‘

坡您成为物理学家的原因是什么 ∋” 从寄回的解答表中
,
凝聚着老一辈科学家对未来物理学家的深

情
,

厚望
,
字里行间浸透着他们登攀科学高峰的艰辛

、

悲欢
,
也表露他们对所选定的物理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的

执粉追求
%

篇篇答卷
,

言简意赅
,

语重心长
,

她将激励成千上万在科学道路上不辞辛苦的后来者
,

现在的
、

未来的

物理学家们χ

综合寄来的答卷
,

人们找到了物理学家成功的原因 ∃ ∀�6 对大自然的好奇心
,

对物理这门学科感兴趣 ? ∀! 6是

出自对物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而愿为之献身 ?∀ 6是家庭的启蒙和诱导 ? ∀2 6是学校和教师的教育与培养 ?

∀, 6是受科普宣传的影响 ? ∀δ 6 是其它的个人的
、

社会的原因
%

木刊将分两部分陆续登出 ∃ 《
寄语未来的物理学

家
》 、 ‘
使您成为物理学家的 原因是什么∋ ”文中科学家姓名以木刊收到答卷顺序排列

%

清华大学教授 谢坡章
“
物理学的发展将越来越向交叉学科方面发展

,

这

就需要有广泛的各方面的知识
%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把

自己陷人一个单独狭窄的领域
%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席德明
“愿未来的物理学家们更深刻地认识物质世界

,

把

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力皿
,

造福人民
%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李林
“献身科学

%
”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 张百奄
,’现在我国的实验设备已具相当规模

,

希∀望6未来

的物理学家能在理论和实验中不断有新的发展
%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徐克尊

“要脚踏实地的 千
,

不屈不挠的奋斗
,

才有可能得

到收获
%
”

苏州大学教授 周李谦
“物理学最明显地呈现自然界的非常和谐而 美 妙

的规律性
,

因而对于改进人类的生活起着推限本的作

用
%

有良好物理基础的人也是最容易适应做有关物质

的技术工作
%

希望年青的学者不要为社会上对物理学

的一时的不够重视而动摇自己正确的信心
% ”

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
、

我国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

学的开创者之一 王淦 昌
“
希望未来的物理学家比我们有大得 多的 成就 χ”

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员 张家醉
“从事科学工作豁要有勇攀高峰

、

坚强进取的 精

验没有能皿分辨
,
而中子记数仅比本底大几倍

, >。 “. ‘

的实验虽有能址分辨
,

但对 !
,

2∗ 0 3 4 中子的记数也 只

比本底大儿倍 ? 诸如此类间题
,

都形响他们的结果的可

信度
。

六
、

讨 论

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的紧迫性
,

从几

十年里科学家研究核聚变的历史背景
,

讨论了冷核聚

变间题
%

这就是为什么 # 一& 的实验极大的次动若全

世 界
%

它反映了人们对理想能触的渴望与追求
%

异常

简单
%

均实验装置和出乎预料而又激动人心的结来
%

在

兑!短的 ,一! 个月内
,

世界 扛已有 δ9 多个实脸组 宣称

屯复和 部分重复了他们的实脸结果
%

同时
,

也有打χ当多

数的实验室和著名科学家不仪没有证买他们的 结 果
,

而且提出否定的看法
%

那么
,

电化学冷核聚变是否属

实
,

还有待今后的实验的验证
%

如果属实
,

必将给人类

的能源开辟全新的前景
%

当然
,

要达到此目标
,

还有相

当 长的路程
%

冷核聚变的机理
,
对我们还是全断的谋

题
%

即使不像 #
一
& 的结果那样激动人心

,

也提出了一

些很有价位的问题 ∃ 例如
,

口前耗费巨资研究 的热核

反应装置
,

是否是聚变能源的唯一最佳途径呢∋ 实豹

观测的显著生热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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