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计算机的�聪明 与�笨 

林 � 传 � 骝

� � 计算机聪明吗? 你一定会觉得这还用问! 现在

几乎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计算机, 它几乎什么事情都

能干,而且比人干得快、干得好。日常生活、文化娱

乐、行政事业管理,工厂、企业、银行、金融业的运营,

公安交通管理, 案件侦破、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的研

究开发等等,几乎样样都离不开计算机。随随便便

就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用计算机写文章比手写要方

便得多, 写错了, 不合适, 很容易修改; 到超市买东

西,选了一大筐, 收银员一下子就把账结清, 还打出

一张收据,比手工结算快多了;照的照片不理想, 计

算机可以修改, 老照片可以复原,模糊的照片可以变

清晰;计算机可以识别人体特征, 如指纹, 可以有效

地防止假冒。这次�非典 在我国在世界肆虐, 如果

没有因特网,没有计算机,不可能那么快就把疫情统

计清楚,对�非典 的研究进展得那么快。至于文化

娱乐,那就不用说了, 在计算机上玩游戏, 让许多青

少年着迷;用计算机制作动画电影,要比手工快捷真

实得多。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随便都可以举

出许多计算机比人干得快干得好的实例。

计算机真的那么聪明能干吗? 其实计算机是很

笨的,它只认识两个数字, � 0 和� 1 。它能干的各样

事情,都是人教给它的, 人不教它,它什么事都不会

干,不能干。其实在干各种各样事情中,计算机只是

起到处理信息的作用,它是处理信息的工具。例如,

用计算机写文章,它处理的是文字信息;用计算机做

动画片,它处理的是图像信息。要计算机干事,必须

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处理对象,也就是处理什么样的

信息,处理代表这种信息的数据,另一样就是处理信

息的方法。由于计算机只认识� 0 和� 1 两个数字,

无论是数据还是方法,都只能用� 0 和� 1 来表示, 否

则计算机就不认识它们。在上一篇文章�计算机的

!快∀ 和!大∀  中已经说过,要计算机能够处理一种形

式的信息, 首先就要求计算机能够认识这种信息。

要计算机认识这种信息, 就得想办法用数字来表示

这种信息。至于处理这种信息的方法, 就是通常所

说的程序、软件。每一种计算机的核心部件中央处

理机( CPU)都设计有若干条基本指令,叫指令集, 例

如算术运算指令, 数据传输指令, 逻辑指令,控制转

移指令等等。早期 CPU 的指令集只有少数几种基

本指令,每一种指令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操作

码,用来表示这一种指令是做什么事的,另一部分是

操作数, 是指这条指令的操作码对哪些数据进行操

作。由于计算机只认识� 0 和� 1 这两个数字,每一

种指令都必须由一组� 0 � 1 序列来表示, 通常叫代

码。不同功能的指令, 它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别小

看这少数几种基本指令,利用它们不同的功能, 采用

不同的组合,组成一组指令序列,就是程序。程序中

每一条指令叫一条语句。让计算机按顺序一条一条

语句执行,就可以按所编程序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

从加、减、乘、除、微分、积分,到文字处理、图像处理

等等。你想让计算机干什么样的工作, 就编什么样

的程序。程序就是处理信息的方法, 也就是做某一

件事的方法。有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和各种各样的程

序,计算机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了。编写处理信

息的程序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首先你要把做这

件事的方法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分解, 而且要分解

到很简单,每一步可以用一种计算机的基本指令来

操作,形成一个操作系列,才能编写出做这件事的程

序。如果这件事你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去做,或者不

知道怎样一步一步去做, 也就没有办法编出程序让

计算机去做了。

在这里还要着重说明一点。上面说过, 人不会

做的事情计算机也不会做,但是人会做可又做不了

的事,计算机却可以去做。这是因为有些事的数据

量很大,运算量很大,在一定的时限内, 甚至在人的

有限寿命内, 用很多人干都无法完成。天气预报就

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天气预报所需要处理的数据量

很大,计算量也很大,用人工计算,不但需要很多人,

而且计算时间很长,等计算出结果以后,所需要预报

的天气早已经过去了。用计算机处理就可以及时得

到结果,进行天气预报。在科学研究上,这样的事情

更不胜枚举。许多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课题,也就

是说数据量很大、计算量很大的课题,在高速大型计

算机出现以前是无法进行的,有了超大型超高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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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 就可以开展这些课题的研究。社会经济发展

形势的预测也是这样。根据经济发展规律, 建立一

个经济模型,利用计算机就可以预测未来的经济发

展趋势。

一件复杂事情的数据量是很大的, 处理它的程

序也是很大的。处理简单事情的程序比较简单, 只

需要几条、几十条、几百条语句就够了, 但是处理复

杂事情的程序是很复杂的, 需要几万条、几十万条、

甚至几百万条语句。

既然要干的事情的数据量那么大, 处理它的程

序又那么大,为什么计算机这个只认识� 0 和� 1 两
个数字的�笨蛋 会比人干得更快更好呢? 关键就在

于计算机的�快 和� 大 这两个特点上。先说大, 计

算机的存贮容量是很大的。现在微机存贮器的容量

是很大的,它的内存一般都在上百个兆字节以上, 即

108字节, 高速缓存也有上兆字节, 即 106 字节, 外存

就不用说了, 现在的硬盘已经用 1012字节来计算。

一兆字节有多大呢? 以汉字为例,一个汉字用两个

字节来表示,一页 16开杂志的页面约 2 千个汉字,

即相当于 2 ∃ 2000= 4000个字节。一兆字节可以存

放106/ 4 ∃ 103= 250 页文字, 108 字节可存放 25000

页文字, 10
12
字节可存放 250000000页, 也就是 2亿 5

千万页文字。假设一本杂志 100页左右, 1012字节可

存放 250万本杂志。一个存书 50万册的图书馆就

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了。从这些数字就可以想像,

现在微机存贮器的容量有多大, 可以存放多少东西

了,但是人们还觉得它不够大,不够用, 还要想办法

让它更大些。计算机把要处理的各种各样信息以及

处理的结果和处理这些信息的各种各样程序, 分门

别类按一定的规则都存放在存贮器中。让计算机干

活时,就调用某一程序,按程序中的语句顺序从存贮

器中一条一条取出, 并取出相应的数据, 交给 CPU

去处理。至于快, 计算机干起活来要比人快得多。

早期的计算机每秒钟可以执行几百条指令, 现在的

超高速超级计算机每秒钟已经可以执行万亿次计

算。人的计算速度简直无法和它相比。就算是这么

快的速度,还不够,还要向更快的速度发展。正是计

算机的�快 和�大 这两个特点, 让计算机干起活来

比人快得多,好得多,显得计算机非常聪明。举个简

单的例子。你有许多同学、朋友以及事业上交往的

人,有一本记载他们的通讯录和许多名片,为了查找

方便,按一定方式排放, 需要查找某一人时, 按一定

规则去翻查,一分钟能翻查多少张呢? 查起来觉得

很麻烦。在计算机中, 用数据库软件把这些信息管

起来,放在存贮器中,用计算机去查找, 一秒钟可以

查找上亿个,当你送出查找命令时,一瞬间结果就出

现在显示屏上。正是�快 和�大 , 使计算机干起活

来既快又好,显得计算机很�聪明 ,能干的事都干得
又快又好。难怪计算机的发展, 始终在追求�快 和

�大 这两个目标。计算机的 CPU 工作时间和存贮

器的容量是计算机的两大起根本性作用的资源。

计算机干起活来很死板,人们怎么教它,程序怎

么编,它就怎么干,一点也不灵活, 为什么你又觉得

它干起活来既方便又灵活呢? 这是人们教它干活的

程序不断改进的结果。以帮助人们用计算机写文章

的字处理软件为例,开始的字处理软件很简单, 虽然

它把人们写文章时常用的一些功能考虑进去了, 用

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各类人员写文章的格式要求很

不相同,有的只用到文字,有的有表格、有公式、有插

图、分栏目,有的要有目录、索引、备注, 字体也要求

各种各样,有中文、外文等等。编写字处理软件的人

们不断把各类人员写作的要求收集起来, 对字处理

软件不断补充改进, 使今天的字处理软件用起来十

分方便灵活。各种应用软件也都不断增加其功能,

但不管其功能怎样不断增强,还是不断有些新的要

求出现,使其不断改进,不断更新版本。

蒸汽机、电机等动力机械是人的体力延伸, 减轻

了人的体力劳动, 计算机则可以代替人脑干许多工

作,减轻人脑的一些负担, 人会干但干不了的事情,

计算机也可以干, 有的计算机已经具有学习、推理等

人工智能的功能。但人还不会干的事情, 计算机也

不会干。计算机学习、推理等人工智能的功能, 也是

人将学习、推理的各种可能的方法, 总结成各种规

则,编入程序,计算机也就具有人工智能的能力了。

但是人们有很多事情是只能凭经验来干的,还没有

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例如看病, 医生可以根据前人

总结出来的规律, 根据各种症状进行推理诊断, 这样

的事计算机能干, 这就是所谓的计算机看病,专家系

统。但有些症状复杂的病, 许多症状比较近似的病,

前人没有遇到的病或还不很清楚的病, 没有总结出

规律,就只能凭经验了。这位医生有这样的经验,认

为这样治好, 另一位医生凭他的经验认为另一种治

法好,还在摸索,没有一定之规, 在这种情况下, 计算

机是干不了的。这次烈性传染病 SARS的出现, 人

们从没见过,只能凭经验,采取各种治疗方法和措施

来探索。这样的事,人可以逐步摸索规律,计算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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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超导性

周 � 云
(合肥工业大学理学院 � 合肥 � 230009)

� � 1911年, 昂内斯在莱顿实验室发现超导电性,

这一发现标志着人类对超导研究的开始。从那以

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如何提高材料

的临界温度, 以及寻求高临界温度的材料。直到

1986年发现氧化超导体以后, 才为高温超导体的研

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将超导体从金属合金和化合物

扩展到氧化物陶瓷。超导材料广阔的应用领域, 潜

在的经济价值, 使超导电性的研究和探索在 21世纪

仍将具有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话

题,本文将向广大物理爱好者简单地介绍有关超导

的性质、理论解释和实际应用三个方面的知识。

一、超导的几个主要性质

零电阻特性

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昂内斯发现汞的电阻在

4�2K左右突然下降, 测量电流越小, 电阻变化越明

显。用足够小的测量电流,能使电阻下降的温度范围

在0�01K之内。在这个温度以下,电阻率小到实际为

零。通常称发生这种变化的温度为临界温度,用 Tc

表示。不同的超导材料 Tc 值往往不同,汞系铜氧化

物的T c 值可超过 130K。昂内斯还发现,超导转变是

可逆的,加热升温超导样品,当温度高于 T c 时,样品

恢复其正常电阻率,而与样品的历史无关。零电阻特

性是所有超导体的一个共性。值得注意的是,零电阻

发生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直流电情况下才能发生。

迈斯纳效应

1911年发现的零电阻现象使人们一直以为超

导体处于超导态时具有完全理想的导电性质, 即认

为超导体处在超导态是完全理想的导体。这种对超

导体片面的认识,一直保持了近 20 年。1933年,迈

斯纳和奥克森费尔德发现超导体具有完全抗磁性。

即超导体处于超导态时,其内部磁感应强度为零,这

与将它先加磁场再降温至超导态, 还是先进入超导

态再加磁场的过程无关。这就是迈斯纳效应。

临界磁场与临界电流

逐渐增大磁场到某一特定值,超导体会从超导态

转变成为正常态,我们把破坏超导电性所需要的最小

磁场称为临界磁场,记为H c。一系列实验表明,临界

磁场与温度有关, 是温度 T 的函数。它随温度的升

高而下降,二者之间可以用有以下关系式表示:

H c ( T) = H c (0) (1 - T
2
/ T

2
c)

其中H c( 0)为 T= 0K时超导体的临界温度。

许多读者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超导体无阻截流能力

是无限的,但实验发现,当通过超导体中的电流达到某

一特定值时,超导体又会出现电阻,发生超导态到正

常态的相变。通常称这个特定的电流值为临界电流。

同位素效应

1950年美国科学家 E. M. 麦克斯韦和 C. A. 雷

诺兹分别独立发现汞的几种同位素临界温度 Tc 各

不相同, 它与原子量平方根成反比。同位素的原子

量越小, T c 越高, 后来发现其他超导元素也有类似

现象。这就是超导的同位素效应。

除以上几个主要性质外,超导体还具有其他的一

些物理性质, 如比热和热电导性质等。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超导体的大多数电子性质由于转变成超导态

怎样也干不了的。因此说,计算机很�聪明 , 只是就
一定意义而言,是人对各种事物认识的规律和计算机

�快 和�大 的特点结合起来的结果。人不会干的,计

算机是干不了的。有些事情你自己不会干,但计算机

却能干,这是因为会干这种事情的人已经编好程序,

教给计算机怎样干这件事了,所以你会觉得计算机比

你�聪明 。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计算机会干许

多事情,许多基本知识就不用去学习了,只需要会敲

键盘、按按钮就行,用别人的脑子来代替自己的脑子,

这样你就会越来越笨。如果你连最基本的算术都不

去学,认为只要会按计算器上的键就可以算账, 你就

会变得越来越糊涂。各种基本知识还需要学会,不断

动脑筋去想去分析,才会变得聪明起来。

总之, 计算机是人研制出来帮助人处理信息的

工具,是人教会它干各种各样的工作,变得很聪明,

能代替人脑干许多工作,但它不会比人脑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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