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

嫡的变化与生命的过程

孤立系统中发生的过程将使它的墒增加
,

无序

性提高
,

最后达到嫡取极大值的状态
,

无序性最高的

状态即平衡态
。

达到平衡态之后
,

如果 由于某种扰

动使系统一时偏离了平衡态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它将

回到平衡态
,

这说 明平衡态是稳定的
。

孤立系统不

可能自发地降低其无序性
,

由无序转变为有序
。

但是
,

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是非孤立系统
,

它们

的情形并不像以上所说的那样
。

由于非孤立系统与

外界有能量交换
,

或者既有能量交换又有物质交换
,

它们不满足嫡增加原理的条件
,

所 以它们的嫡可能

增加
,

也可能减少
。

因而这种系统 的无序性可能增

高
,

也可能降低
,

这与外界的作用有关
。

它可 以从有

序转变到无序
,

再到更高的无序
�也可 以从无序转变

到有序
,

再到更高的有序
。

生命的形成就是从无序到有序 的过程
,

开放是

产生有序的条件
。

宇宙 中的各种系统
,

无论是有生

命的还是无生命的
,

无论是 自然的还是社会的
,

实质

上无一不是与周 围环境有着相互依存
、

相互作用的

关系
。

系统本身由于不可逆过程引起了嫡 的增加
,

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
、

能量引起嫡流
,

嫡流可增加
,

也可减少
。

若随着时间的推移
,

系统的墒逐渐减少
,

系统则从无序趋向有序
。

为了研究从无序到有序的

过程
,

在物理学中引人了耗散结构的概念
。

耗散结

构理论通过开放系统引人负嫡流的概念
,

负嫡流的

引人使得我们能够从嫡变化角度
,

综合讨论从无序

到有序和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
。

在耗散结构形成的过程 中
,

随机涨落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

由于系统 内部 和外部 复杂的相互作

用
,

系统中的温度
、

压力
、

浓度
、

密度
、

粒子间的相互

作用
,

随时都会发生一些小的涨落
,

涨落的大小带有

一定的随机性
。

涨落在不同的状态下有着不同的作

用
。

在平衡态
,

它是破坏稳定的干扰性因素
,

起着消

极作用 � 而在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
,

随机涨落却蕴

藏着非常积极 的因素
。

在热力学 中
,

某些随机性的

涨落可以通过相干效应迅速放大
,

形成宏观整体上

的
“

巨涨落
” ,

使无序状态跃迁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
,

从而形成耗散结构
。

耗散结构 的概念是与平衡结构

的概念相类 比而建立的
。

平衡结构不进行任何物质

或能量的交换就能维持
,

耗散结构则要与环境进行

物质能量的交换和流通才能产生和存在
。

生命的形成是从简单的单细胞朝着复杂的多细

胞方 向演化
,

生命形成的机制是通过 自我组织和 自

一� 卷  期!总 ∀ # 期 ∃

我复制
,

把各种从外界输入的无序物质同化
,

并按一

定序列和方式组合起来
,

形成新 的稳定的有序结构
。

这种 由无序变为有序
,

体现 了生命 的基本特征
。

这

个过程是嫡减少 的过程
,

胎儿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

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
。

当卵子

受精后
,

单细胞开始分裂
,

最后形成完整的胎儿
。

整

个的进化过程是一种按照遗传密码 的指令
,

将输入

的各类无序物质变成越来越高级 的顺序
。

同时
,

在

这过程中
,

系统也在不断增加 自身的复杂性
。

生命

可以处于某种平衡的稳定态之中
,

机体的许多组织

可 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上
。

虽然机体内的不可

逆过程在不断地进行着
,

但是
,

从系统 的整体来看
,

平衡态是可 以暂时保持不变的
,

这时机体 的嫡变为

零
。

当嫡增大时
,

系统将会从有序变为无序
,

各种无

序的物质在细胞和机体 中堆积起来
,

细胞和机体的

新陈代谢能力减弱
,

不能将这些无序物质分解和消

除掉
。

随着岁月的流逝
,

无序物质的堆积越来越多
,

生命就越来越弱
,

并朝着死亡的方向进行
。

从科学的研究 中发现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

学第二定律
,

既是物质世界 中一般的能量及物质转

移
、

变化过程中所需遵循的
,

也是生命这种特殊的过

程所需遵循的
。

这两个定律具有各 自的独立性
。

热

力学第一定律是涉及到热现象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

律
,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与一些具体的过程联系在一

起
、

表示过程发生的方 向性的物理定律
。

自然界中

的任何过程都不能违背热力学第一定律
,

但不违背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过程并不是都能发生
,

它们 同时

还需要不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
。

我们周围的世界就

是在这些物理规律的支配下
,

不断地演化和发展的
。

从服
月曰% & 公

∋ ∋ 、

科苑快讯 (
声& ‘六& ‘ , ‘

∋ ∋ ∋ 认

海王星周围新发现 ) 颗卫星

美国和加拿大天文学家在

海王 星周 围 新观 测 到 ) 颗卫

星
,

这一 发现使 海王 星 已 知卫

户硬握戈

星数增至 ∗∗ 颗
。

新观测到的 ) 颗海王星卫星个头

都比较小
,

直径约在 )+ 一 , + 千米之间
,

轨道亦不规

则
。

天文学家们对海王星等巨型气体行星周围运行

轨道不规则的卫星一直颇感兴趣
。

据认为
,

这些卫

星是行星常规卫星与途经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后的

产物
。

研究人员之一
、

美 国哈佛一史密森天体物理

学中心的霍尔曼指出
,

新发现的这些卫星开启 了一

扇窗口
,

将有助于科学家们研究
“

行星形成时期太阳

系的状况
” 。

( (



全依赖于精确制导技术
,

因此精确制导技术在 现代

军事高技术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

目前
,

正广泛

开发和使用的精确制导技术主要有微波制导
,

红外

制导
,

激光制导
,

毫米波制导
,

电视制导
,

多模或复合

制导
,

智能化信息处理等
。

� 微 波制导 � 微 波指波长 为  一 !∀∀ # ∃ 的 电磁

波
。

微波制导是 由弹上 的微波雷达导引头
,

接收 目

标的微波能量捕获跟踪 目标
,

导 引导弹命中目标的

制导技术
。

微波制导用 于短距离制导武器
,

其最大

优点是全天候
,

能从任何角度攻击 目标
,

命中精 度

高 %缺点是易受干扰
。

& 红外制导
�
红外制导是 由弹上的红外导引头

利用 目标的红外辐射
,

实现对 目标捕获跟踪
,

导引导

弹!弹药命中 目标 的一种被动寻的制导技术
,

分为红

外非成像制导和红外成像制导
。

红外非成 像制导可工作在 三个波段
�  一 ∋拼∃ ,

∋ 一 (拌∃ , ) 一  ∗ 扛∃
。

其优 点是角分辨率高
、

精度 高
、

全天候
、

被动工作
、

抗电子干扰
,

但受烟雾影响大
,

不

能抗光电干扰
。

红外成像 制导一般工作在 两个波段
� ∋ 一 (拜∃ ,

) 一  ∗拌∃ 。

其 中工作在 ) 一  ∗拼∃ 波段 的性 能更 佳
。

红外成像制导与红外非成像制导相 比
,

有很强的抗

光电干扰能力
,

可进行全 向攻击
,

有命 中点选择 能

力
,

是当今精确制导发展的主流
。

+ 激光制导
�

激光制导是 由弹外或弹上 的激光

照射 目标
,

弹上的激光导引头 利用 目标漫反射的激

光捕获跟踪 目标
,

导引导弹,弹药命中 目标的制导技

术
。

使用最多的是照射光束在弹外的激光半主动制

导技术
。

激光制导工作波段为  
−

./ 拼∃ 和  .
−

/拌∃ 。

其特点是制导精度高
、

抗 干扰 能力强
、

结构简单
、

成

本较低
。

现正在发展激光主动成像制导
。

0毫米波制导 � 毫米波制导是 由弹上 的毫米波

导引头接收 目标反射或辐射的毫米波信息
,

捕 获跟

踪 目标
,

导引导弹 ,弹药命中 目标的制导技术
。

毫米

波制导工作波长在  一  . ∃ ∃ 之 间
,

分为主动制导和

被动制导
。

毫米波制导系统体积小
、

重量轻
,

具有较

高的制导精度
,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

受天气和烟雾的

影响小
,

其性能介于微波和红外之间
。

1 电视制导
�
电视制导是依靠 目标反射 的可见

光信息
,

利用 电视 2摄像 3捕获跟踪 目标
,

导引导 弹,

弹药命中 目标的被动寻的制导技术
。

系统的角分辨

率高
、

精度高
、

抗电子干扰
,

但只能在 白天或能见度

较好的条件下使用
。

∋/

4多模或复合制导
�
导弹从发射到命中 目标一

般要经历 ∋ 个阶段 �初始段
、

中段和末段
。

多模制导

是指 同一制导段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频段或制

导方式进行工作
,

复合制导是指不同制导段采用两

种频段或制导方式交替工作
。

由于未来战场环境的

复杂性
,

单一频段或模式的制导
,

将难于适应未来战

争的要求
,

因此多模制导或复合制导现已成 为精确

制导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

多模或复合制导发展 的

重点是毫米波和红外成像复合制导
。

5 智能化信息处理
�

智能化信息处理技术是各

种精确制导对 目标 及干扰背景信息进行 处理 的技

术
。

它是精确制导关键技术之一
,

包括软件和硬件

两部分
。

重点研究 弹载条件下实 时 自动 目标识别

26 7 8 3技术
,

该项技术是实现精确制 导武器诸 多性

能的关键和瓶颈
。

三
、

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方向

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已经历了四代
。

第一代需

要射手跟踪瞄准 目标
,

进行不间断的控制
,

直至命中

目标
%第二代导弹发射后 自动寻的

,

命中 目标 %第三

代只要确定特定 目标
,

不必瞄准
,

导弹发射出去后
,

就能 自动控制
、

识别
、

跟踪
,

直到命中目标 %正在研制

的第 四代则可 以 自己确定 目标
,

不但能精确命中 目

标
,

而且可以选择 目标的要害部位
,

甚至能排出攻击

多 目标的优先次序
,

选择最有价值或有可能杀伤 的

目标
。

总之
,

精确制导武器将 向高精度
、

抗 干扰
、

全

天候
、

完全智能化
、

隐形化和低成本的方 向发展
,

特

别是显现出综合化的趋势
。

多模与复合制导将是未

来精确制导的主要方式
。

随着科 学技术 的发展
,

精

确制导武器的更 新换代速 度将 越来越快
。

可以 预

计
,

9 世纪的战场
,

形形色 色威 力无 穷的精确制导

武器
,

将在陆地
、

海上
、

空 中乃至太空大显身手
, “

精

确战
”

悄然而至
,

战争将呈现出新的景观
。

( 户 咭
尹

‘户、 、

‘户
、

妒户 ‘多3 , 小 、‘产 拼舟 ‘户 公户山
、

岁洛 ‘户 奋盏 ‘户 护户 , 户公户吩户
父% 产‘户‘产公户

、‘沪

− ,
一

: , 、 美国《科学》评出 9. .9 年十大科

科苑快讯
麟: : 萨

学突破

一
、 “

小 核糖核 酸
”

分子 大

显身 手 % 二
、

揭 开 太 阳 中微 子

户健健戈

“

失踪
”

之谜 %三
、

基因测序为人类造福 % 四
、

了解宇宙

的
“

婴儿时期
” % 五

、

用阿秒激光成功观测电子运动 %

六
、

发现对
“

温度
”

和
“

化学物
”

都敏感 的蛋 白质 %七
、

首获完整的细胞器三维照片 %八
、

开发出太空摄影新

技术 %九
、

科学家发现全新感光细胞 %十
、

有关人类起

源的一些最基本看法被动摇
。

现代物理知识



原有的空间 −. / 周围出现一圈次级的像空间
,

而其

中的每一 个像空间又可 以成为新的物空间继续成

像
。

于是原来有限的空间就经过这样 的
“

复制
” 、 “

生

长
”

而充满了整个视野
。

的雷达反射截面
。

它的整体外型光滑无褶皱
,

驾驶

舱设计成圆弧状
,

不容易反射雷达波
。

在机舱玻璃

中掺有金属粉末
,

使雷达波无法穿透舱体
。

机翼后

掠使得从上下方向人射的雷达波无法反射或折射回

雷达所在方向
。

在机翼还设计有不规则蜂 巢式空

穴
,

用于吸收雷达波
,

后部设计成 0 形状
,

使来 自飞

机后方的雷达波 无法 反射 回去
。

无垂直尾翼 的设

计
,

减少 了机体的雷达反射截面
。

武器挂架
、

发动机

舱
、

起落架全部埋藏在平滑的机翼 内
,

避免了雷达波

的反射
。

设计上
,

还把发动机的进气 口安置在机翼

上方并呈 1 状
,

使人射来的雷达波经过多次折射后

衰减
、

变弱
。

在发动机内部还装有气流混合器
,

将流

经机翼表面的冷空气导入发动机 内
,

用来降低发动

机的温度
。

特别是飞机采用了喷 口温度调节技术
,

使得红外暴露信号大 为降低
。

在飞机的制造材料

上
,

使用不易反射雷达波的碳纤维和石墨等复合材

料
。

此外
,

飞机还使用了特制的吸波材料与吸波油

漆
。

.
一

 型隐身轰炸机集各种高科技于一身
,

被誉

为本世纪军事航空史上的里程碑
。

但是每架 .
一

 飞

机价格高达   亿美元
,

还有它复杂的维护保养 !每

飞行小时的维护时间为 ∗)  小时∃
,

都成为大批量生

产的主要问题
。

!李之∃

2一3图3一2

、窿渗以当然
,

上面讨论的是最简单的情形
,

实际上
,

镜

面的个数不一定是 ) 个
,

而围成的图形也不一定是

等边凸多边形
,

于是
,

问题就变得复杂而丰富了
。

简

单看一下
,

就正 凸 4 边形而言
,

它 的单个 内角的大

小为!4 一  ∃川 4 ,

显然
,

它的大小的正整数倍不一定

是  二
,

也就不一定出现像 的个数与物 的位置无关的

特殊情况
,

但通过计算
,

我们可以知道
,

除了正三边

形 !正三角形 ∃外
,

还有正 四边形 !如图 #
,

各个像和

像空间实际是同向重合的 ∃和正六边形 !此时已出现

了影像和像空间的非 同向重叠 ∃具有类似的特殊性

质
。

而对于较一般的情形
,

讨论就 比较复杂了
,

但我

们相信
,

其中也是具有规律性的
。

户夙膝那旅月么

夙泌

(科苑快讯
洲吧峨产创婚 产岑怂

银河系内发现快速飞行的黑洞

宇宙爆炸产生的一个黑洞 目

前正在以 比其周围的星球高出

, 倍的速度穿过银河系 � 上述黑

封底照片说明

美国 .
一

5− 型隐身轰炸机机身 长  ∗
&

+) 米
,

高

�
&

∗∀ 米
,

翼展 � 
&

,) 米
,

最大载弹量   # ∀+ 千克
,

作

战航程 ∗
&

 万 千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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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型隐身轰炸机的隐身性能非常出色
,

其

雷达反射截面不到 +
&

∗ 平方米
,

仅相当于一只飞鸟

∗ � 卷  期!总 ∀# 期 ∃

洞至少距离地球 #仪旧光年
,

目前大致方向是朝着地

球飞来
,

但近期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
。

这一发现证

明了黑洞的确是超新星爆发的后代
。

负责这项研究

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研究人员弗利克斯一米拉贝尔

表示
6 “

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在银河系内部快速飞

行的黑洞
。 ”

能够发现上述黑洞是因为它正从身边一

颗可见的星球 中
“

吸取养料
” ,

这颗 可见星球每  
&

#

天绕黑洞飞行 ∗ 周
。

这次发现的不是形成于大型星系中间的那种规

模较大的黑洞
,

而是大多在大型星球爆炸时产生的

恒星黑洞
。

天文学家指出
,

在银河系的中央区域
,

星

球的形成更加频繁
,

因此超新星的出现也更加常见
。

这次发现的黑洞已被命名为
“ 7 8 9 %∗ #� � 一

,+
” ,

天文

学家预计会在银河系发现更多的黑洞
,

他们希望能

够对黑洞的形成做更深人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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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能物理学会召开第六届全国

(科苑快讯 (
戈

一
, ∋ , 萨

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 +  年 ∗+ 月 )+ 日至 ∗ ∗ 月

) 日
,

高能物理学会第六届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
,

来

自全国  ∀ 个单位 ∗)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

戴元本理事长代表第五届 理事会作 了工作报

告
,

对 , 年来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取得 的进展
、

学会的

学术交流
、

两个刊物的出版
、

举办
“

晨光杯
”

青年优秀

论文评选及会员发展情况等作了系统简要的回顾
。

会议期间
,

相继 召开了学会第五届最后一次理

事会和第六届第一 次理事会议
。

新一届理事会 由

�+ 名理事组成
,

平均年龄 �+ 岁
,

其 中新推选的理事

 � 名 �经民主协商推选出常务理事  , 名 �投票选举

产生了领导机构
6

陈和生为理事长
,

郑志鹏
、

黄涛
、

邝

宇平
、

苏汝铿为副理事长
,

李卫国为秘书长
,

吴岳良
、

张新 民为副秘书长
。

会议共有大会报告  ∀ 个
,

分会报告 ,) 个
,

覆盖

了国内高能物理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国际最新成果及

动向
。

报告有 ;+ < 以上由年轻人承担
,

充分显示 出

我国高能物理研究 队伍的新生力量
。

学会第六届理事长陈和生作 了大会总结报告
,

他希望 国内研究人员以多种方式支援并参加 . = >
?

/((≅ .= 1((( 的建造
,

研究 . =1((( 物理
,

促进我 国高能

物理和加速器技术 的发展
。

并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

努力做好学会各项工作
,

为高能物理学科的进一步

发展做出贡献
。

最灵敏的伽马射线望远镜

 + + 年 : 月 ) 日在非洲大陆西南部的纳米 比亚

进行世界上最灵敏伽马射线望 远镜 的交付验收仪

式
,

望远镜的高能立体镜 系统能使它研究宇宙 中甚

高能微粒产生的伽马射线
。

伽马射线望远镜是在非

洲与欧洲联合计划的范 围内研制 的
,

英 国是该计划

参加者之一
。

科学家们认为
,

从研制者角度来看
,

纳

米比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国家
,

该 国拥有极好的

大气条件
,

也是世界上安设陆上光学望远镜最佳地

点之一
。

最初高能立体镜系统全套设备是由 , 架望远镜

组成!计划增 加到 ∗ 架或 ∗# 架 ∃
,

其 中第一架望远

镜将在下周投入运行
,

这架望远镜在灵敏度上将超

过 目前在光谱领域工作的所有陆上望远镜
。

这 , 架

望远镜可 以在  + +) 年底前竣工
,

英 国杜尔汉姆大学

科学家已获准使用这些望远镜研究一系列极限宇宙

∗� 卷  期!总 ∀ # 期 ∃

天体
,

如超新 星残余等
,

以便查明这些天体是否是轰

击我们地球的带电粒子流
—

宇宙射线源
。

众所周

知
,

宇宙射线源很难识别
,

因为星系的磁场会对带电

粒子的传播造成畸变或失真影响
。

但是带电粒子产

生的伽马射线不会 与电磁场发生相互作用
,

在太空

中会沿直线传播
,

通过对伽马射线 的观测就 可以确

定宇宙射线源
。

高能立体镜系统还可用来研究脉冲

星和活跃星系中心的结构
。

宇宙中以高速运动的粒子通常是伽马射线源
,

研究宇宙射线能使天文学家更好地 了解像超新星
、

活跃星系中心黑洞这类粒 子的加速机理
,

超新星和

黑洞会朝两个相反 的方向喷射接近光速 的粒子流
。

正在湮没的巨量粒子也可 以是宇宙射线源
,

宇宙中

的
“

暗质量
”

很可能就聚集在湮没的巨量粒子中
。

在

伽马射线进入地球大气层时
,

会引起 电子 一 正电子

对的产生
,

它们同样会产生切连科夫辐射
—

微弱

闪光
。

高能立体镜系统记 录的正是这些闪光
,

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地球大气本身是探测器的一个组成部

分
,

探测器的灵敏度会大大增强
,

从而有可能观测比

原先减弱很多倍的伽马射线源
。

杜尔汉姆大学的科

学家在高能立体镜系统合作计划中负责记录切连科

夫辐射摄影机的校准
,

以 及研制能检测大气层状态

的装置
。

纳米级分辨率的 Α 射线显微镜

美国斯坦福大学以苗江卫博士为首的研究小组

研制成一种新型 Α 射线显微镜
,

其空间分辨率可达

∀ 纳米
。

在利用更强 Α 射线源和延长曝光时 间的条

件下
,

有望通过它看到原子尺寸的间隙
。

众所周知
,

现在 已有几种获得单个原子图像 的

方法
,

但是每种方法都有 自已的界限
。

例如
,

透射式

电子显微镜能在厚度仅为 �+ 纳米左右的样品中看

到单个原子
,

扫描显微镜 只能在物质表面看到原子
,

结晶工艺能利用衍射方法获得物体三维结构
,

但是

只适用于晶体
。

苗江卫研究小组提出的新方法是电子显微镜与

衍射技术的巧妙结合
,

新方法利 用相干 Α 射线源
,

用相干 Α 射线照射样品
。

由于 Α 射线能进入样 品

表面特别小的区域
,

反射 的 Β 射线带有的只是局部

区域的信息
,

而不是整个样品的结构
。

现在
,

苗江卫

研究小组发明的显微镜能获得的二维物体图像分辨

率可达到 ∀ 纳米数量级
,

获得的三维图像分辨率可

达到 � + 纳米数量级
。

!周道其译 自《乌克兰新闻时报》 + +  3:3 ∗ 和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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