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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先驱者 
和奠基人——赵忠尧

丁兆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赵忠尧（1902 ～ 1998），浙江诸暨人，著名原

子核物理学家，1925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7 年赴

美国留学。1930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

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

任教。1946 年赴美参观原子弹试验后，留美购置核

物理实验设备和其他科研器材。1950 年回国，在中

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1958 年参与中国科技大

学筹建工作，并主持创办国内第一个近代物理系，

任系主任。1973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副所长。

赵忠尧是我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

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在美留学期间做

出了硬 γ射线通过重元素时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的

重要发现，被誉为发现正电子的先驱。曾主持建成我

国第一、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开创中国原子核科

学技术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国家培养了几代

物理研究的优秀人才。早在 1948 年，他就当选为国

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自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以后，一直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并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

大常委。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名誉

理事及中国核物理学会的名誉理事长等职。

南高师的高材生

1902 年 6 月 27 日，赵忠尧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

的一个贫农家庭。中学时，他就表现出广泛的学习兴

趣，文理并重。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及个人

的兴趣，赵忠尧报考了完全免费但至为难考的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并于 1920 年秋被录取，进入该校数

理化部就读。就在赵忠尧入学的那年，南京高师扩

建成为东南大学，他选择了师资力量较强而且相对

有较多做科学实验机会的化学系。在学习中，兴趣

广泛的他并没有局限于专攻化学一科，而是对数学、

物理同样重视，这为其日后进入物理学领域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1924 年春，赵忠尧提前半年修完了高等师范的

学分。由于家庭穷困，他决定先就业之后再争取进

修提高的机会，于是他受聘成为一所师范学校的数

理化教员。半年后，他又由于在校期间优异的物理

成绩而应母校东南大学之聘，成为刚从国外归来的

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叶企孙教授的助教。

他一面协助叶企孙准备物理实验教学，一面选修相

关课程、参加考试，并进入暑期学校学习，第二年

即补足了高等师范与大学本科的学分差额，取得了

东南大学毕业的资格。

1925 年夏，北京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聘请叶

企孙教授主持物理系工作。叶企孙便邀赵忠尧与施汝

为一同前往。到清华后的第一年，赵忠尧仍任助教，

第二年起即任教员，负责实验课，并同其他教师一起

制备实验仪器，奠定了清华大学物理实验室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学生中，有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等人。

任课之余，赵忠尧努力自修物理系的一些课程，还和

学生一起修读了德文和法文，进一步充实了自己。

由于深感国内外科研水平的差距，赵忠尧决心争

取出国留学。他没有等清华六年一度的公费出国机会，

而是自筹经费，并申请到清华大学的国外生活半费补

助金每月 40 美元。出国前夕，赵忠尧与郑毓英女士

结为连理，并把她带回诸暨老家，以照顾年届古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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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1927 年夏，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赵忠尧终于远涉

重洋，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就

到美国之后，赵忠尧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部

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该校校长、1923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曾多年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的密立根教授。

密立根交给赵忠尧的第一个题目是利用干涉仪做

一个光学实验，只要如实地测量，获得实验结果并撰

写出论文，即可顺利取得博士学位。但赵忠尧想要学

到更多的科学方法和技术，以便回国后能派上用场，

于是他向导师提出换一个难度大一些的题目。赵忠尧

的要求不仅有违加州理工学院的惯例，也是密立根教

学中所未曾遇到过的，但他还是同意给赵忠尧另选题

目。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密立根决定让这位中国学

生做“硬 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测量”题目，

并说：“这个题目你考虑一下”。不料赵忠尧仍嫌这

个实验简单，于是老实的他直接回答：“好，我考虑

一下”。密立根一听这话当场就发了火，赵忠尧这才

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师生二人谁都没有料到，正

是这个勉强接受的题目，把赵忠尧推到了一个伟大发

现的门口，从而导致了他后来的扬名天下。

密立根的本意是要赵忠尧以实验验证刚刚问世的

用以计算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公式的正确性，但

赵忠尧通过实验测量发现，当硬 γ射线通过重元素时，

他测得的吸收系数比公式的结果大了约 40%。1930 年

5 月，赵忠尧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报》

上。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发表了泰

伦特的论文，德国《自然》杂志发表了迈特纳和赫普

菲尔特的论文，他们也都完成了与赵忠尧相似的工作。

但相比而言，赵忠尧的结果是完全可信、不容置疑的。

完成了硬 γ射线吸收系数的测定，对于完成学位

论文来说已经足够了，可赵忠尧没有知足，又利用毕

业前的大半年时间继续研究硬 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

的机理。实验结果首次发现：伴随着硬 γ射线在重元

素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各向同性的特殊辐射。

赵忠尧将这个新的实验结果写成第二篇论文，于 1930

年 10 月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次年，迈

特纳和赫普菲尔特在德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

接着是 1932 年，格雷和泰伦特在英国《皇家学会会

刊》上发表文章，他们也做出了与赵忠尧相类似的工

作。所不同的是，前一组根本没有找到附加射线；而

后一组在找到附加射线的同时又得到一个令人混淆的

分量。正如杨振宁所言，“他们都做得不够干净，不

够准确”，而不如赵忠尧的结果那般确切、可靠。

1932 年 9 月，与赵忠尧同为密立根研究生的安

德逊发现了正电子（后来由此获得了 1936 年度诺贝

尔物理学奖）。几个月后，布莱克特与奥恰里尼又发

现了更多的正电子，并对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灭的机

制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布莱克特后来由此获得 1948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至此，人们才逐步认识到：

赵忠尧与英、德的两个实验组同时发现的硬 γ射线的

反常吸收是由于部分硬 γ射线经过原子核附近时转化

为正负电子对；而赵忠尧首先发现的特殊辐射则是一

对正负电子湮灭并转化为一对光子的湮灭辐射。安德

逊等人的发现都建立在赵忠尧工作的基础上，甚至在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安德逊与奥恰里尼仍然念念不忘

当初赵忠尧的工作对他们的影响。但是由于布莱克特

与奥恰里尼的引文疏忽，未能凸显出赵忠尧的贡献。

当初瑞典皇家学会也曾郑重考虑过授予赵忠尧诺贝尔

奖，但由于迈特纳的结果与之不同，为谨慎起见，没

有授予他诺贝尔奖。①尽管后来证明，他的结果是完

全正确的。

在赵忠尧的博士论文完成之际，他的导师密立根

仍然未能忘记他当初挑剔论文题目的事。在当着其他

教授的面评议赵忠尧的论文时，密立根幽默地说：“这

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给他这个题目，他还说要

考虑考虑。”当然，赵忠尧的论文是让他们满意的，

因而评分时得了优等，与安德逊相同。

结束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业后，赵忠尧到德国

哈罗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一年，然后到英国访问，

见到了核物理学大师卢瑟福。就在那一年，国内发生

了九 · 一八事变，赵忠尧决心尽快回国，要为祖国做

点贡献。临别时，卢瑟福鼓励他回国后继续搞研究，

不要像其他学成归国的中国学者，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1931 年底，赵忠尧踏上了归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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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与“长城牌”铅笔

回国后，从 1932 年到 1937 年，赵忠尧在清华大

学物理系任教授，并曾一度接任物理系主任。在当时

国内核物理研究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他和物理系的同

事们积极组建核物理实验室，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

进行 γ射线、人工放射性与中子物理等一系列前沿的、

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国外所发表的文章还得到了卢

瑟福的高度赞赏，他在一篇论文前加了按语，说该实

验结果提供了正负电子对产生的又一证据。这一时期

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学生中，有赵九章、钱三强、何泽慧、

彭桓武、王大珩、于光远等。

怀着工业救国的良好愿望，在教学之余，赵忠尧

联合友人集资创办了一个铅笔厂。该厂的机器设备从

国外购置，生产过程在国内完成，定名为“长城铅笔

厂”，“长城牌”铅笔由此问世。由于政局动荡，加

之经营管理不善，最后工厂由他人接手。解放后，这

个厂改建为“中国铅笔厂”，五十年代，“长城牌”

铅笔改名为“中华牌”，工厂得到很大的发展。赵忠

尧为办铅笔厂耗费了资金与精力，给我国的铅笔工业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值赵忠尧休假一年，

应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之聘，他到该校讲授了一年的

物理与数学课。

1938 ～ 1945 年，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 , 与北京

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赵忠尧便到西南

联大物理系任教。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

除了教学之外，还与张文裕教授合作进行了一些宇宙

线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中有后来获得诺贝

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以及“两弹元勋”朱光亚、邓

稼先等。

1945 年冬，应中央大学吴有训校长的邀请，赵忠

尧离开西南联大，赴 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

从比基尼岛到巢鸭监狱

1946 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

试验，邀请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苏、英、法派

出观察员前去参观。赵忠尧作为科学家代表，被国民

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推荐前往。抵美后，赵忠

尧登上 “ 潘敏娜 ” 号驱逐舰，在离比基尼岛二十多公

里的海面上观看了原子弹的爆炸过程。

参观原子弹试爆结束后，赵忠尧并没有急于回国。

他此次赴美前，受萨本栋的委托，要为中央研究院购

置 5 万美金的核物理实验设备。他考虑到做核物理实

验研究起码得有一台加速器，而自己手头的钱与实际

所需又相差甚远，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只购买国内难以

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实验器材，回国后自

行设计组装一台加速器。当然，这样做将费时费力。

为此，赵忠尧辗转于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卡内基地

磁研究所等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之间两年有余，

一边采购、加工器材，一边进一步学习新技术。他曾

访问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也曾拜访过静电加

速器的发明人范德格拉夫。他还曾为几个实验室义务

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机会。由于美国原子能委

员会下令清除其所管辖下的核物理实验室的外籍科学

家，这给赵忠尧的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到 1948

年冬，他终于完成了购买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同

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及配套的照相

设备和一些电子学器材。

在按计划即将回国之际，赵忠尧得知此时国内

战局急剧变化，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

眼看着就要土崩瓦解。他决定待局势平息之后再回

国参加和平建设，同时也可以在美国多学些必要的

实验技术以备后用，于是他又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开

洛辐射实验室工作。1949 年，赵忠尧开始做回国的

准备工作。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将他花了几年

心血才得以订制的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器材安

全发运回国。这件事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他费尽周折，最终将这批器材装了大小三十多箱，

用船托运回国。

1950 年春，就在赵忠尧准备返回祖国之际，中美

之间的通航却终止了。过了几个月之后，他才拿到取

道香港所必需的过境签证，于八月底登上了开往中国

的海轮。可他一上船，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找上了他的

麻烦，翻遍了他的行李，又扣留了一些宝贵的书籍和

期刊，才让他脱身。不料，船到日本横滨时，他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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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两名从加州理工学院回来的学者又被美军便衣人员

叫去检查，硬说他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逐件搜查他

们的随身行李，连一块肥皂也不放过。之后，他们三

人被关进了日本的巢鸭监狱。驻日美军仔细地检查了

赵忠尧的每一件被抄物品，有的竟由驻日美军兼侵朝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审看，其中赵忠尧的女

儿赵维志所写的一封信中一些“打败美帝野心狼”的

话还让麦克阿瑟大动了一番肝火。①三位科学家被美

军扣押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周恩来总理为此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所为。

吴有训等 189 名科学家也联合发出致美国政府的抗议

书，世界科学组织也对美国的丑行“深表遗憾”。迫

于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当局不得已才将关

押了 47 天之久的三位科学家放出，并移交台湾驻日

代表机关监视。这期间，台湾当局曾派出代表对他们

威胁利诱，说只要他们愿意回美国或去台湾，一切都

好商量。可赵忠尧回国决心已定，丝毫没有理会这些

纠缠。11 月底，经过了两个多月磨难的赵忠尧在祖国

人民和国际科学界同行的声援下，终于踏上了祖国大

陆的土地。

从中科院到中科大

赵忠尧回国之后，中国科学院即请他到刚创建的

近代物理研究所主持核物理方面的工作。他利用从美

国运回的器材，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1955 年，他利用带回的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

加速器——700keV 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 年，又建

成了 2.5MeV 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通过这两台加速

器的研制，我国加速器技术的研究才迈出了第一步，

由此推动了我国的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

术及核物理实验的发展。并且在建立实验室和研制加

速器的过程中，一批优秀的核物理研究人才在赵忠尧

的培养下得以茁壮成长起来。

1956 年 9 月，苏联、中国、匈牙利、越南等 12

个国家决定共同建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苏联莫

斯科郊区的杜布纳建成了 10GeV 质子同步稳相加速

器和 24 升丙烷气泡室，赵忠尧是首届学术委员会的

中国委员。不久，联合所又要扩建，准备在苏联再

建一个加速器。当时赵忠尧说：“我们也是成员国，

为什么加速器就不能建到中国来 ?”为此，他向上级

领导正式提出了建议。不料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

他却因此事而被批判了一通，但他对此泰然处之，

一言未发。

1958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原子核物理和

原子核工程系（01 系，后更名为近代物理系）主任由

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的赵忠尧兼任。

他参与了学校一系列方针的制定，并组织制定了 01

系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等。为了提高办学质量，他

从科学院聘请了一批知名专家来系里兼课，其中包括：

严济慈、张文裕、关肇直、朱洪元、彭恒武、李德平、

彭士禄、李整武、梅镇岳、张宗烨、杨衍明等等。赵

忠尧会同这些专家为学生开设了一系列专题讲座，其

中有赵忠尧的“原子核反应”、张文裕的“宇宙线与

高能物理”、郑林生的“核谱学”、丁瑜的“分子束

实验”等。这些讲座起到了开拓学生视野，跟踪科研

前沿的效果。在理论教学之外，赵忠尧还着手加强实

验室建设，并使教学实验与科研实验相结合，不断提

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建立专业实验室后，系里组织开

设了 β谱仪、气泡室、γ共振散射、穆斯堡尔效应、

核反应等较先进的实验课，并让学生参与实验室建设

及教师的科研工作。这种传统，在科大一直沿续至今。

由于使学生在理论与实验两方面均衡发展，从而培养

出一批理论与实验并重的优秀人才。

赵忠尧为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的建设和

发展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课程设置到聘请教师，

从师资队伍建设到学生的培养，他都提出建议，认

真解决问题。他考虑到随着我国原子能方面研究工作

的发展，需要较多的专门人才，因而认为应建立专

门的系科。他认为，建校不久的科大虽然名牌教授多，

老科学家讲课的多，但中级干部（讲师）太少，年轻

教师的成长赶不上工作的需要，希望中科院各所再大

力支援一些中级干部。他说，这个工作，学校要争取，

院领导要加压力，各所才能下决心支援。为了聘请

名师授课，早在科大正式成立前的一次系主任会议

上，赵忠尧就邀请时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

宇宙线研究室主任的张文裕研究员将来到 01 系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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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教学实验设备不足问题，他提议科学院各

研究所的设备可以与科大联合使用。科大建校之初，

正值“大跃进”年代。赵忠尧认为，学生每天生产

实习 8 小时，再加上政治学习，负担过重。而且所

开设的课程内容太多，也不够充实。当时要求以 300

学时来完成苏联 400 学时的课程教学任务，赵忠尧

认为这不可能，也不切合实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他提出课程内容要适当精简，并适当增加讲座教学

的内容，以提高学生对学科前沿研究状况的认识。

赵忠尧提出，授课内容要使中等成绩的学生赶得上，

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多读点参考书，不要只注意少数

好的学生，造成多数学生落后；高年级学生可以到

所里参加科研工作，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这些做

法既实事求是，又富有成效。

在赵忠尧的组织带领下，科大原子核物理与原子

核工程系名师荟萃，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当年近代物理系的大部分毕业生已成为各个科研单位

的业务骨干。

“没有虚度光阴”

1979 年，在德国汉堡的同步辐射中心佩特拉加

速器落成典礼上，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向十多个

国家的百余名科学家介绍赵忠尧时说：“这位是正

负电子产生和湮灭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

就没有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之后又说：“中

国老辈物理学家能留名物理学史上的有赵忠尧和王

淦昌先生等。”①

1989 年，杨振宁与李炳安撰文，以翔实的史料与

充分的证据论证了赵忠尧关于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灭

的重大发现的意义及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原因。

文中称赵忠尧的实验“具有经典美：简单、可靠且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②

1992 年 6 月 4 日，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核学会、

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和高能物理所等四家单位在高能所

学术报告厅联合举行“赵忠尧教授九十寿辰庆祝大

会”。海内外著名科学家、各界人士以及赵忠尧的六

代学生的代表共几百人到会祝贺，一时盛况空前。十

几名与会来宾作了即席发言，称赵忠尧为中国核物理

学和中国加速器物理学的鼻祖、开拓者。从事科研与

教学几十载，赵忠尧不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重要科学

发现，更为我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开创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从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到中科大近代物理系，

他为我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

究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不仅诺贝尔奖获得者李

政道与杨振宁都曾受教于他，在“两弹一星”功臣中，

就有八位是他的学生，他们是：王淦昌、赵九章、彭

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

真正是名符其实的桃李满天下！有人把中国原子弹的

爆炸成功与赵忠尧的原子核研究相联系，称他为“‘蘑

菇云’的打造者”③。更有人称赞他：“在中国物理

学史上是一座丰碑，在世界物理学史上也是一颗明

星！”④这些评价他都是当之无愧的。赵忠尧的学术

影响正如高能所沈经研究员所说的那样：“风华海外

回报故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正是一代宗师赵先

生和他的同辈们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奋斗的

动力。”⑤

1995 年 10 月 19 日，由于对我国物理研究的杰

出贡献，赵忠尧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他将奖金全部捐献给五所他就读、任教过的大

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期

间）、云南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在这些学校设立

了“赵忠尧奖学金”，以其利息用于奖励物理系的

优秀学生，激励后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勤奋学习、

努力进取。

1998 年 5 月 28 日，赵忠尧因病逝世，享年 96

岁。李政道、杨振宁等从大洋彼岸发来唁电，表示

悼念。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所发的唁函称赞他：

“锐意进取，严谨治学，赤忱爱国，正直刚毅，艰

苦朴素，德高望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

可贵的贡献。”

2000 年 9 月 15 日，赵忠尧教授纪念馆在中国科

技大学隆重开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

杨振宁及夫人杜致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香

港求是科技基金会董事长查济民、安徽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吴天栋、赵忠尧夫人胡惠书、中国科技大

学党委书记汤洪高、校长朱清时为纪念馆开馆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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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李政道为纪念馆题词，丁肇中为纪念馆题

写了馆名。

2002 年，在赵忠尧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李

政道说：“赵老师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当时别人的错误把赵老师的光

荣埋没了。我们缅怀赵老师为近代物理学中量子力学

的发展、为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以

及他一生为人正直、忠于科学、潜心研究，朴素无华、

实实在在的科学精神。”

赵忠尧一生淡薄名利，正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

“一个人能做出多少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决定的。

①参见《李政道在赵忠尧诞辰百年纪念会上发言》，《现代物理知识》，2002 年第 6 期，柳怀祖供稿。

②赵维志：《科学家赵忠尧的曲折回国路》，《纵横》，2000 年第 1 期。

③王周恕、郑志鹏：《赵忠尧和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没之发现》，物理通报 ,1991(3)。

④李炳安、杨振宁：《赵忠尧，电子对产生和湮没》，《国际现代物理学杂志 A 辑》， A4,17(1989)。

⑤袁李来，罗静：《‘ 蘑菇云 ’ 的打造者 ──赵忠尧与南京大学》，《光明日报》，2002 年 2 月 27 日。

⑥施宝华：《诺贝尔奖的遗憾 ──献给杰出的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中国科学报》，1998 年 10 月 7 日。

⑦沈经：《1950 年听赵忠尧先生的一堂课》，《现代物理知识》，1998 年第 6 期。

由于我才能微薄，加上条件的限制，工作没有做出多

少成绩。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

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

谋取私利，没有虚度光阴。”他高尚的情操，于此表

露无遗。

赵忠尧满腔爱国热情，亦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言：

“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

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

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

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这也正是他的优秀

品格与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科苑快讯

木星阴影使木卫一每 42 小时结霜一次

想起夜晚树林中颈部感到的阵阵寒意了吗？木星

最大的卫星木卫一每 42 小时会围绕木星运转一周，期

间有两小时会进入木星的阴影，导致木卫一大气层结霜

并崩溃。现在科学家用远红外波段观测到了大气层崩

溃和恢复的过程。木卫一的大气层大部分由二氧化硫

组成，二氧化硫从火山喷出后散布在木卫一表面。研

究者以前就提出，木卫一大气层有大量稀薄的覆盖物，

在其进入木星阴影的两小时内，表面压力仅为地球海

平面大气层的十亿分之一。不过却难以获得证据支持，

因为在木卫一隐入阴影后用可见光观测并不容易。

现在，天文学家利用大型地基望远镜在远红外波

长观测火山喷发中的木卫一，远红外波长在一定范围

内会被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硫吸收。在木卫一通过木星

背后时，其表面迅速由 127K（–146℃）降低至 105K

（–168°C），瞬间的寒冷足以导致 80%的大气结霜，

研究者在《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行星》（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Planets）网络版做了报告。当

黑暗过去阳光重现时，二氧化硫冰霜则再变成气体。

新发现将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了解木星系统，来自木

卫一火山喷发的二氧化硫，其中半数会最终脱离木卫

一，进入木星周围。

（高凌云编译自 2016 年 8 月 2 日 www.science- 

ma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