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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开始
,

又一个太阳活动峰年到来了
。

现在
,

我们通过有滤光镜的小型望远镜就可看到太

阳黑子
。

太 阳活动主要是指 日面黑子
、

日饵和耀斑

活动
。

通常
,

把
“

太 阳黑子数
”

作为太 阳活动水平的

指标
。

黑子实质上是具有强磁场的低于光球层温度

的旋涡
。

太阳磁场有一个重要性质
&

每隔 ∀∀ 年
,

南

北极对换一次
∋
同时

,

太 阳黑子就爆发一次 �这一现

象可从天文学上的
“

蝴蝶图
”

中看出#
。

剧烈的太 阳活动会影响地球上的环境变化
。

科

学研究业已表 明
,

厄尔尼诺现象
、

全球粮食作物产

量
、

癌症患者的死亡率
、

地球气候变化曲线都与太阳

黑子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

太阳黑子爆会导致地磁变

化
,

航天器失灵
,

通讯中断等现象
。

例如
,

∀∃ % ( 年的

太 阳黑子爆发使得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的卫星受到

严重损坏
。

∀∃ % % 年
,

一次黑子爆引发的波束导致加

拿大魁北克地区的高压电线跳闸
。

对太阳活动尤其是对太阳黑子的研究是现代天

文学 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

太阳黑子 ∀∀ 年周期的发

现
,

在天文学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那末
,

神秘的太阳黑子 ) 年周期是如何发现的

呢∗

这要归功于一位德国药剂师
—

海里因斯
·

施

瓦布
—

执著的业余天文爱好者
。

当时
,

人们发现水星轨道有变化
,

流行着水星内

侧还存在一颗水内行星
—

“

火神星
”

的观点
。

施瓦

布认为如果
“

火神星
”

存在
,

它就会 向水星和金星一

样发生凌 日现象
。

但太 阳黑子的 日面活动会干扰
“

凌日观测
” 。

惟一的办法是坚持不懈地对太 阳黑子

进行认真记录并仔细核查
,

确定是否有如凌 日一样

的黑点有规律地从太阳表面掠过
。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

从 ∀ % � + 年开始
,

施瓦布

用普通望远镜在住屋后 院进行观测
。

只要天气晴

朗
,

人们就能看到他在望远镜旁孜孜不倦地工作
。

,

− %
,

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业余时间都投人其中
,

不仅

对黑子进行观测
、

描绘
、

计数和整理
,

并且把每年的

记 录寄给《天文通报》
。

他的举动引起 了人们的非

议
,

说他纯属浪费生命
。

但施瓦布不为所动
,

乐此不

疲
。

费尽心机寻觅的
“

火神星
”

毫无踪影
,

但施瓦布

意外地发现
&

观测记录中黑子变化有着显然的盛衰

周期
,

观测持续到第 ∀% 年
,

记录更加肯定了他的见

解
。

∀% − − 年
,

施瓦布关于黑子周期的文章在《天文通

报》第 �∀ 卷中发表
,

却无人 问津
。

施瓦布并未 因此

心灰意冷
,

仍不声不响地继续工作
。

这样
,

施瓦布持

续观测了 −. 年
,

积累的资料已经明显显示出黑子的

周期性变化
。

有强有力的观测事实佐证
,

人们终于

认识到施瓦布发现的重要性
,

开始深入地研究黑子

的周期性变化
。

殷墟出土的 . ! ! ! 年前的甲骨文中
,

就有与黑子

相关的记载
。

我国《汉书
·

五行志》记载的超大黑子

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黑子记录 �原文为
& “

日出黄
,

有

黑气大如钱
,

居 日中央
” ,

汉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
,

即公元前 �% 年  月 /0 日#
。

令人费解的是
,

从有黑

子记录到施瓦布发现太阳黑子周期的 ∀%!! 多年里
,

虽然黑子记录比比皆是
,

却无人注意到黑子出现有

周期性
,

也无人对太阳黑子活动作深人研究
,

最终让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天文爱好者摘取了黑子周期发现

的桂冠
。

海里因斯
·

施瓦布 �∀( % ∃一 ∀ % (  # 出生于德国东

部易北河 畔的德绍城
。

职 业为药剂师
,

自幼喜爱天

文学
。

仅仅是对天文的强烈的爱好使他投入大量时

间
,

进行天文观测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

作为一名

普通天文爱好者
,

施瓦布发现太阳黑子活动周期
,

看

似侥幸
,

实则为艰苦的科学劳动与严谨的科学作风

加之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换来的必然成果
。

施瓦布的

成功鼓舞了广大科学爱好者 �尤其是天文爱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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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建立已近 ∀!! 年
。

一个世纪

以来
,

它同热力学第一定律
、

第二定律一道为热力学

统计物理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支柱 的作用
,

是热

力学统计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
。

然而对于它

的创立过程
,

物理学和化学都各自从 自己 的角度去

阐述其发展
。

其实热力学第三定律是物理学家和化

学家们长期共同努力探索
,

而特别是为了适应化学

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物理规律
。

∀ ∃!+ 年德国物

理化学家能斯特 �12 34 5# 就是从化学平衡常数的确

定出发
,

导致了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建立
,

即著名的能

斯特定理和 67 不能达到原理
。

接着
,

许多其他科学

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该定律作了大量 的研究
,

并

提出了他们相应的说法
。

本文简要地介绍该定律的

创立与发展过程
,

并对几种说法予以评价
,

一
、

低温物理学的发展奠定 了热力学第三定律

建立的基础

∀
,

关于绝对零度存在的预言与推论

温度是否可以一直降下去
,

直到一个最低的限

度
,

这是物理学家们一直研究与关心 的问题
。

早在

∀+ ∃ ∃ 年法国科学家阿蒙顿就发明了一种温度计
,

他

注意到在水的沸点之下
,

温度与压强成正 比
,

当压强

下降至零度不能再降低时
,

由此他推出此 时的温度

应 下降到一个有限的值
,

并推出此值为 一 � − ∃℃
。

以后兰伯特重复了阿蒙顿的实验
,

他 由此得到的最

低温度为 一 � (! . !℃
。

此后
,

大约经过 ∀!! 年
,

到

∀% !∀ 年
,

法国物理学家盖 吕萨克在查里的基础上
,

精确地测出气体定压膨胀系数为 ∀!! 8 � % % + +
,

∀%.(

年马格努斯和勒尼奥更精确地测出气体的膨胀系数

为 !
,

! ! . +一!
,

! ! . ( 之间
,

即 ∀ 8 � ( .
。

以此他推出最低

温度为 一 � (. ℃
,

这就是绝对零度的概念
。

以后于

∀% − % 年
,

焦尔也计算出绝对零度为水的冰点以下

− ( ∀
”

9
,

同年汤姆逊在确立绝对温标时
,

也提出了绝

对零度是温度下限的观点
。

这便是早期物理学家们

对绝对零度存在的预言与推论
。

绝对零度 能否 达

到 ∗ 这将是实验物理学家所要进行的艰苦的工作
。

�
,

向绝对零度挺进的历程

低温在低温物理学中通常是指在 一 ∀ . ℃ 以下

的温度
。

∀%+! 年
,

苏格兰的 瓦/: 向深度制冷迈出了

第一步
,

他达到 了 ;< 的凝 固点以下的 �.− 7 的温

度
。

∀% ( ( 年
,

由法国工程师 =>?≅ ≅2 52 Α 首先液化氧气

而达到 ∃!
,

�7 的低温
,

可以说他是第一个走进低温

领 域 里 的 人
。

∀ %%− 年
,

由波 兰 的 Β /0 Χ≅2 Δ 4:? 和

0≅ Ε2 Δ4 :? 使用液氮凡和液氧达到了 ((
,

.7
。

至此
,

整个气体只剩下氢和氦这两种所谓
“

永久气体
”

了
。

∀ % ∃ % 年
,

英国物理学家 Φ2 Δ >/ 将氢液化后向最后一

种
“

永久气体
”

—
氦冲击

,

但未能如愿以偿
,

直到

∀ ∃ ! % 年
,

荷 兰的 昂 内斯才首次液化氦成功
,

达到

−, � 7 的低温
。

此后
,

低温物理学家兵分两路
,

一路从

事低温下物理性质的研究
,

从而发现了超导电性现

象
,

另一路继续向低温挺进
。

直到 ∀∃ % ∃ 年
,

中国和

瑞士的低温实验室报道已经达到 ∀!
“ < 7 的低温

。

温

度虽然越来越低
,

但可否达到 67
,

能斯特在 ∀ ∃ ! + 年

从化学平衡常数的研究出发得到了答案
。

二
、

化学平衡常数的确定导致了热力学第三定

律的诞生

在统计力学中
,

吉布斯一赫姆霍兹方程为
&

Γ >�△Η 。8 Ι门
, ϑ ,

一
∀24 24 24 ∋ 二二, Κ Κ Λ Μ 一 △才Ν 8 ∀

一,

�≅ #

Ο 口∀
’

Π
,

、,少、,了,白,Π
, 8吸‘了、、

�≅# 式应用于化学反应
,

标准自由嫡为
&

△Η
。 Μ 一 Θ Ι ?) 7

标准反应热

△尸 Μ △;! Ρ △> Ι Ρ ≅ 8 �△Χ ΙΣ Ρ ≅ 8 .△2 Ι.

由以上可得 Ι 与 Τ? 7 的关系为
&

斗志

—
即使普通爱好者

,

只要具备为科学奋斗的

科学精神和执著
,

也一样能为科学发展作 出巨大贡

献
。

施瓦布太阳黑子周期的发现对太阳物理学
、

地

∀.卷−期 �总(+期#

球物理学
、

气象学
、

生态学和航天事业的发展都作 出

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

对太阳黑子的预报仍是 当今天

文学家的重要课题
。

愿海里因斯
·

施瓦布的科学探索精神永驻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