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化的 MST1- 3号卫星。美国还进行过多次试验,

已具备一定的反卫星能力。美空军还设想在 800英

里高的空间部署 20颗�激光卫星�,其激光武器可在

10秒内摧毁 2500英里外的导弹, 1秒内转向下一个

打击目标, 每一个激光器发射激光的总时间在

200  500秒, 大约可摧毁 100枚导弹。

粒子束武器是利用高能粒子束杀伤目标的武

器。从物理原理来讲, 是用高能粒子加速器将注入

其中的电子、质子、中子、离子等微粒加速到接近光

速,使其具有极高的动能,然后用磁场将它们聚集成

密集的高能束流射向目标。粒子束和目标材料的相

互碰撞可使结构材料温度急剧升高以致汽化和熔

化;或使目标内的炸药产生电离并形成附加电场, 附

加电场以及高能粒子流对目标的撞击都可能提前引

爆目标中的炸药或热核材料; 或由带电粒子流的大

电流脉冲来破坏目标的电子设备和其他器件。从

20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前苏联在外层空间至少进

行了近10次粒子束(电子束)传输试验。

高功率微波武器主要是利用高功率微波破坏敌

方的电子系统。

从物理学原理来看, 制成高能激光武器、粒子束

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是可行的,而且在杀伤能量

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点。高能激光系统已被认为是

目前最具有挑战性的天战防御和进攻武器。但是从

技术角度来看, 要研制出实战使用的定向能武器还

必须解决一系列难题, 例如与激光反导武器相配用

的高功率天基激光器、发射定向能束所需的精确跟

踪定位系统、体积庞大的粒子加速器、定向能束在传

播过程中产生的电磁效应、高功率能源等问题都需

要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对物理理论的突

破、先进物理方法的产生寄予厚望。例如,在物理学

原理基础上研制的高功率激光器、磁力存贮开关、特

殊的X光仪、超宽带天线等给人们研制定向能武器

带来希望。

综上所述,物理学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

展,促进了军事航天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战略的需

求又对航天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大大丰富了

21世纪物理学的研究范围。

要获得天战的主动权, 要获得军事制高点, 还必

须依托基础学科的进展,天战在呼唤物理学的进展。

作 者 简 介

徐 润

君 ( 女,

1946 年 4

月 出 生,

江苏淮安

人 )、陈心

中 ( 男,

1945 年 5

月出生, 江苏建湖人) , 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管

理学院物理教研室教授, 主要从事应用物理及军校

物理教学研究,共同出版!物理与军事∀、!军事高技
术教程∀等著作 4本,发表论文 50余篇,获军队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一项。

北京 2001年第二届亚原子物理国际暑期学校

# #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北京亚原子物理国际暑期学
校第二期�天体物理中的核结构与核反应�于 2001

年8月 21至 25日在北京瑶台山庄举行。参加暑期

学校的国内学员有 80多位。该暑期学校是由日本

理化学研究所 I. Tanihata 教授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孟杰教授于 1998年共同发起的, 目的在于促进核科

学领域青年人才的成长和学术交流。此举得到了国

内外核物理学界的大力支持,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

究所、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

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为暑

期学校的组织单位。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

对暑期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暑期学校的组织、协

调和承办工作由北京大学负责。

本暑期学校邀请了 15 位活跃在核物理和天体

物理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授课, 他们主要来自美国、

德国、波兰、法国、日本和中国。讲师们详细介绍了

核物理以及天体物理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研

究进展,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大爆炸以来宇宙演化

中的核过程, 以及当今世界上主要核物理实验室正

在进行的天体物理研究。

本期暑期学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学员普遍非

常活跃, 课上课下与讲师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期学

校除讲师授课、学员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外, 在 C.

Rolfs教授等讲师的建议下,还尝试进行了晚间的自

由讨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周善贵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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