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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现代物理知识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回顾与反思
侯明东

1945年 8月 6日, 美国一架

B- 29战略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

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 9日

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至今

已整整 60年了。原子弹的使用尽

管迫使日本于 1945年 8月 15 日

宣布无条件投降, 结束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但是并未为人类赢得永久

的和平, 相反地却把世界带进了原

子战争的时代, 笼罩在广岛长崎上

空的原子弹烟云, 绵延到整个世

界,核武器从此开始威胁全人类。

一、原子弹的物理基础

原子弹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瞬时释放巨大

能量的核武器。其基本原理是:铀 235、钚 239等重

核在中子轰击下发生裂变反应, 这一过程同时放出

2~ 3个中子和 200MeV 的能量 (相当于 3. 2 � 10
11

焦耳)。放出的中子, 有可能继续引起其他重核裂

变。如果每一个核裂变后能引起下一代核裂变的中

子数平均多于 1个, 裂变系统就会形成自持的链式

裂变反应。重核裂变链式反应, 必须在一定质量的

体积中才能进行。能使重核裂变链式反应持续进行

的裂变物质的最小质量, 叫做临界质量, 与临界质

量相对应的体积, 叫做临界体积。原子弹中要放置

足够数量的裂变材料, 但未使用时, 它们必须处于

次临界状态。使用时, 要使处于次临界状态的裂变

装料瞬间达到超临界状态, 并适时提供若干中子触

发链式裂变反应。超临界状态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达到: 一

种是  枪法!, 另一种是  内爆
法!。

原子弹的基本构造并不

复杂, 主要部件包括核装料

(铀 235或钚 239)、引爆装置、

炸药、中子源、中子反射层、弹

壳等。

原子弹中的引爆控制系

统在预定时间或条件下发出

引爆指令, 使炸药起爆, 炸药

的爆炸产生推动力并压缩反射层和核装料, 使之达

到超临界状态, 核点火部件适时提供若干  点火!中
子, 使核装料内发生链式裂变反应,在极短的时间内

释放巨大能量, 形成猛烈的核爆炸。从炸药起爆到

核点火前是起爆压缩阶段,通常要几十微秒时间;从

核点火到链式裂变反应完成是裂变放能阶段, 只需

要十分之几微秒, 经 200代就可以全部裂变, 1千克

铀 235或钚 239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2万吨 TNT 炸

药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这样巨大的能量, 使整个

弹体和周围介质都变成高温高压等离子气团, 中心

温度可达 107K,压力达 1015Pa。

二、原子弹的研制过程

从 1938年底奥托 �汉发现原子核裂变到 1945

年原子弹投入使用仅仅花费了 6年多的时间, 所以

如此迅速地就解决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问题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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