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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吴林勇  任廷辉 

想象是知识的翅膀，创新是不竭的动力。美国

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讲过：“将来人类的知识将会

大大增长，今天我们想不到的新发明将会屡屡出现，

我有时候几乎后悔自己出生过早，以致不能知道将

要出现的新事物。”一百多年来，人类的科技只能用

突飞猛进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如果让一个 1900 年的

发明家来看今天的世界，他会认得汽车、电话、飞

机，他也能想象出宇宙飞船、深海潜艇，但他对计

算机、互联网、基因工程、核能、超导磁悬浮等绝

对会是一无所知。“物理乃万物之理”，物理的创新

与发现对科学技术的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

代物理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物理彻底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电视的诞生是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从 1884 年尼普可夫圆盘到 1924 年贝尔德的机械电

视再到后来的电子电视，历经数十年，在多个科学

家的努力下，我们才看到了电视。在现代社会里，

没有电视的生活已不可想象了。各种型号、各种功

能的彩色电视、数字电视、液晶电视，从一条条流

水线上源源不断地流入世界各地的工厂、学校、医

院和家庭，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奇妙世界，

正在奇迹般地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随着通信卫

星的出现，电视的传播速度更快了。通过实况转播，

各种世界性的体育盛会和重大科技信息，转眼之间

传遍整个世界。2008 年 8 月 8 日，有二百多个国家

的 30 亿人次，在电视中看到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开幕式，创下了直播大型体育节目观看人数之最。

电视节目的卫星直播使世界地域界限缩小了。 
从“牛顿大炮”的科学猜想到人造地球卫星的

发明，更是融会了全世界数代科学家的毕身精力。

人造地球卫星是衡量一个国家空间技术水平高低的

重要标志。1957 年 10 月 4 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从原苏联拜科努尔发

射场升空，它标志着人类的活动疆域已经从陆地、

海洋、大气层扩大到了宇宙空间，人类从此打开天

门，放眼宇宙。在世界上还只有少数几个技术先进

的国家拥有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时，在周总理的亲

切关怀下，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用自制“长征１号”运载火箭，在    
西昌卫星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１号”。“东方红１号”是一个直径 1.7 米

的 12 面体，重量 173 千克。卫星上装有望远镜、照

相机、雷达等多种先进仪器。其中有一部音乐发生

器，播送着《东方红》乐曲。当时在地面上用普通

收音机收听到来自茫茫宇宙中国的声音“东方红，

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

大救星。”中国人民沸腾了。这标志着我国在征服太

空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跻身于世界航天先

进国家之林。2007 年，随着“嫦娥一号”顺利进入

环月工作轨道，中国成为了“月球俱乐部”第 5 位

成员。探月工程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亦凸

显了中国航天工业的飞速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65 年到 2007 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及各个国

家，共发射了 60 颗国际公共通信卫星，除两极和部

分海洋外基本实现了全球通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通信卫星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相互了解。在高

悬于太空中的通信卫星的照耀下，地球仿佛变小了，

“地球村”时代来临了。 
移动通讯是在人造地球卫星和微波通信快速发

展下，才得以快速推广和普及。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nforma 数据显示，在全球首个蜂窝网络诞生 26 年

之后的今天，全球手机普及率已高达 50%。据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近

26 亿人在使用 GSM 手机，排在第二位的是 CDMA
手机，用户量为 4.214 亿。当前移动通信中存在频

率资源紧张、抗射频干扰能力低、基站覆盖面积小、

通话质量差等问题。少量的射频干扰就会导致第三

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瘫痪，高温超导滤波器系统能有

效解决当前移动通信中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美国

STI 公司与日本 KDD 和 HITACHI 公司合作，完成

了使用超导滤波器子系统的 3G 移动通信系统的实

验，证明可以在覆盖面积、容量、误码率、抗干扰

能力及接收机功率等方面大幅度的改善 3G 系统原

有的性能。网络早已不再只是边缘化的技术，而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全球互联网使用者已超

过 10 亿，中国网民也将达到 1.2 亿之巨。网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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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继电视、广播、书报之后的“第四媒体”了。包

月制宽带网即便宜网速又快，可以更快地下载物理

教学资料、更流畅地进行网络学习，当然也可以看

看电影休闲娱乐一下嘛。 
让胶卷“下课”的数码相机和数字摄像机（DV），

在众多人的家庭生活中已是一种越来越普及的生活

工具了。数码相机的好处是：省钱，充足电就行，

拍得不好删除即可，可省掉不少胶卷钱；环保，节

省资源；快速，即拍即印可以适应急需；色彩表现

胜过一般的胶片相机；适合于大批量拍摄，如作为

一个植物爱好者，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用数码相机

拍摄了数千张植物照片，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图片容易不失真地长期保存。现在还有“笑脸”数

码相机哦，你笑它才会拍照，用来抓拍小孩子的可

爱形象是最好不过了。数码摄像机（DV）不再是时

髦的玩具，携带方便和使用简易这两个优点可以使

普通人轻松成为摄影“高手”。不用研究什么景深、

焦距、对比度等等的专业术语，有了 DV，既使“业

余”也没有关系。那扇小小的显示屏使我拍到的就

是看到的，不必在拍摄的时候“睁一眼，闭一眼”

了，边走边欣赏那才够逍遥，只要手指头够灵活，

电池充足，就可以全程保存“过去时”，也可以过把

“老谋子”的瘾了。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电能的需求量日益增

长，电网的容量越来越大，供电密度越来越高，电

网向超大规模方向发展，对供电质量和电网的稳定

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超导材料可以用于制作超

导电线和超导变压器，从而把电力几乎无损耗地输

送给用户，超导电力技术克服了常规电力技术固有

的缺陷，并将带来电力工业的重大变革。超导电力

技术主要包括超导储能系统、超导限流器、超导电

缆、超导变压器、超导电机和基于超导技术和现代

电力电子技术及控制技术而产生的灵活功率变换和

调节技术。其应用对提高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改善供电品质，提高电网输电能力、降低网络损耗，

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保障和技术保障。据统计，目前

的铜或铝导线输电，约有 15%的电能损耗在输电线

路上，仅以中国 2007 年的总发电容量（7 亿千瓦）

为例，可以节约的损耗就相当于两个三峡电站的总

发电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当可观，这样一来

可以大幅度降低电价，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享受

到科技发展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二则这将使我

国沿海地区不再为缺电而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为

全国的快速发展与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

可以关停一些火电厂，充分利用水力发电与核电，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块煤、留下一桶油、留

下一座青山、留下一片蓝天。” 
中国古代有“一剑走天涯”之说，现在却是“一

卡游天下”。说实在的，我们出差或旅游时口袋中带

着一大堆卡自然比带着一大堆现金方便、安全。当

然，要想实现“一卡游天下”还任重而道远，我们

的身上和家里哪个不是少则三四张，多则几十张的

磁卡——什么工资卡、电费卡、公交乘车卡、水费

卡、健身卡、会员卡、购物卡、打折卡等等。这么

多的卡，要集多面孔于一身，还需要利用计算机做

很多的统筹衔接工作. 
计算机从笨重的大房子 EINIAC 到今天巨型计

算机与微型计算机的两极分化，都要求计算机能高

速运算。高速计算机要求集成电路芯片上的元件和

连接线密集排列，但密集排列的电路在工作时会发

生大量的热，而散热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面临的难

题。超导计算机中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其元件间

的互连线用接近零电阻和超微发热的超导材料来制

作，不存在散热问题，同时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大大

提高。计算机早已融入我们现代的人生活中。今天

没有计算机的日子，你能想象吗？ 
21 世纪人类有望进行可控核聚变，为解决日益

加剧的能源危机提供了一条光明之路。但是核聚变

反应堆——磁封闭体在核聚变反应时，内部温度高

达 1 亿~2 亿℃，没有任何常规材料可以包容这些物

质。而超导材料产生的强磁场可以作为“磁封闭体”，

将热核反应堆中的超高温等离子体包围、约束起来，

然后慢慢释放，从而使受控核聚变能源成为 21 世纪

前景广阔的新能源。 
激光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使我们的生活也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用激光三维成像技术来设计

许多虚拟的物体。比如让一些想布置家中客厅的人

在家中放上一个“魔幻鱼缸”，享受了生活又不占地

方，同样虚拟的鱼群则在鱼缸内嬉戏畅游。还可以

利用激光技术把我们拍摄的数码影像记录下来，一

张小小的 DVD 就可以储存上千张的照片或几十个

小时的录像，想看时可在电脑上随时播放。 
一个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自己，

是要被动挨打的，是无法保证国家和民族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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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从进行经济建设的，更加无法实现和谐发展的。

中国的晚清时期就一个最好的历史鉴证，现在的阿

富汗和伊拉克也是一个很好证明。高温超导材料在

国防军事中的应用，将会使军队的战斗力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超导新概念武器和装备主要包括将高

温超导滤波器用于军事通信、雷达、电子对抗和导

弹制导；将高速高温超导发电机与涡轮发动机直接

对接、组成高效紧凑的发电模块；将高温超导低转

速大扭矩电动机直接与螺旋桨连接作为舰船的电力

推进系统；将高温超导限流器用于舰船电力系统的

过电流保护；将高温超导磁储能器（SMES）用于

新型高能脉冲（激光、微波、粒子束）武器及电磁

发射器的储能器，或者用于舰船电力调节系统等方

面。由此大大地提高海军舰船的机动性、攻防能力

和信息战能力。其他应用还包括航天方面的磁窗（用

高场超导永磁体解决航天器再入大气层时的通讯中

断问题）、陀螺仪、高速离心分离（如对 235U 的分

离）、超导磁性扫雷技术、超导卫星传感技术等。 
磁悬浮环游地球不再是空想，“天涯若比邻”时

代已经悄然而至。磁悬浮车是一种新型的高速环保

节能型交通工具，除了直接作为远距离高速交通列

车外，更有望成为相近城市（100km 左右）之间的

快速连接、机场－市内连接以及城市内新型交通工

具。2002 年在我们国家的经济中心上海，开通了世

界上第一条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上海磁悬浮示

范线通车后，马上有人提出可以修建上海至杭州的

磁悬浮线路，如此一来杭州的西湖就成了上海的后

花园，而上海浦东的国际机场也成了杭州的国际机

场。另一种美好的想象是如果上海和北京之间有了

磁悬浮，那么上海人就可以早上出发，中午时分赶

到北京吃烤鸭，下午开个会，看个展览，见见朋友，

或者玩上一阵之后，当天就可以赶回上海。其实，

不仅上海人存在如此美好的想象和向往，在欧洲，

类似的想法同样盛行。瑞士人正在洛桑开展一项

1/10 的模型试验，计划在地底 150 米深处相对真空

的管道中建造磁悬浮网，将瑞士的各个主要城市连

接起来。德国人则提出在中东欧地区建立一个地面

磁悬浮网的计划，将柏林、里昂、布达佩斯、莫斯

科等中东欧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德国版的磁悬浮

未来故事之一是在柏林的市中心上火车，仅仅 3 个

小时之后就在布达佩斯的市中心下了车，喝上一杯

咖啡，采购少许东西，然后，晚上又回到了柏林。

欧洲人还对巴黎－上海磁悬浮线路充满期待。科技

无冕之王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磁悬浮技术

方面奋起直追，除了几条拟建的磁悬浮线路外，最

具想象力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提出的真空磁悬

浮线路。这种磁悬浮线路将建造在地底下的真空管

道里，设计速度可达每小时 22500 千米，几小时内

就可以绕世界一圈。也许到那时，太平洋都成了谁

家的养鱼塘，去美国留学的女士先生们也不再算计

着买打折飞机票，而改乘磁悬浮了。不仅如此，美

国人已经在开发磁悬浮汽车和磁悬浮飞机了，甚至

是利用磁悬浮发射航天器，日本人则早就在开发磁

悬浮轮船，即使是先前很少谈及的中低速磁悬浮也

被提议用来作为城市内的轨道交通系统。也许上百

年后，汽车不用坐了，火车不用坐了，轮船不用坐

了，飞机不用坐了，出门就坐磁悬浮吧，既快速又

安全还环保，火车、轮船和飞机也不用在春运期间

争抢客源了，因为磁悬浮已经彻底改变了交通拥堵

的现状，当然，不排除有另外更好的交通技术出现。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化的传播和

社会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可谓科技鼻祖、中

华荣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现代

物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广大的青少年要知道科

学技术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从小树立科技为人

类造福的信念，趋利避害，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

争取在物理的原创性理论上和理论应用上做出自

己的贡献 ,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再现中华科

技之荣耀。  
（吴林勇，贵州省福泉市黄丝中学  550501；

任廷辉，贵州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  
550001） 
                  

本文获“我心目中的现代物理”征文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