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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 ∀ 射线
#

此后
,

许多科学家都兴致勃勃地去研究这类新

的
、

具有很大穿透能力的辐射
,

并展开了对这种

射线本性的讨论
#

法国科学家昂利
·

彭加勒认

为
,

∀ 射线可能与呈现在真空管玻璃壁上的荧

光有直接关系
,

因为看上去
,

∀ 射线似乎就是从

那儿发射出去的
#

几彭加勒的这个看法并不正

确
,

但他的思想却被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采纳

了
,

这位物理学家就是在有关领域中国际公认

的权威
—

亨利
·

贝克勒尔
#

�� ∃ 年 % 月
,

贝克勒尔从他负责的博物馆

中选出一块铀盐来做 自己的实验
,

他首先把铀

盐暴露在阳光下
,

直到使铀盐能发出很强的荧

光为止
#

然后
,

再把它和被黑纸包严的照相底

板放在一起
#

尽管底板从来没有在普通光线下

暴露过
,

但在显影时
,

贝克勒尔却发现底板感光

了
#

这个结果似乎证实了荧光中含有 ∀ 射线
,

但是
,

当贝克勒尔想要研究一下这种荧光的作

用能持续多长时间时
,

他惊奇地发现
,

在荧光已

经中止之后
,

底板仍然被感光
#

通过进一步的

实验
,

他发现正是铀盐才能表现出这种新的作

用
,

这种作用既与采用哪一种铀的化合物无关
,

也与外界化学
、

物理条件的变化无关
,

而且它的

强度似乎也不随时间而衰减
,

贝克勒尔断定这

种射线是从铀元素中释放出来的
#

这样
,

贝克

勒尔发现了元素的天然放射性
#

两年以后即 � �  � 年‘波兰化学家玛丽
#

居

里采用新的电学测量方法测量铀的辐射强度后
&

安徽教育报刊社 合肥 % ∋ ( ( %%

指出
) “

铀的辐射强度正 比于所用铀的数量
,

不

受铀和其他元素结合的影响
,

这种辐射也不受

光或温度变化的影响
# ”

玛丽
·

居里还发现牡也

能像铀那样放射同样的射线
#

社在已知元素中

是仅次于铀的最重的元素
,

除了铀和牡之外
,

在

当时已经生产或在实验室中使用的许多化学元

素中
,

玛丽
·

居里没有发现有任何其他元素能

够发出贝克勒尔射线
#

但是
,

在她对铀
、

牡混合

物的研究过程中
,

她观测到有些混合物的辐射

强度相对于其中的铀和钦的含量而言显得更强

些
#

由此
,

玛丽
·

居里得出结论
)

在这些混合物

中还含有未知的放射性元素
#

玛丽
·

居里的新进展鼓舞了他的丈夫皮埃

尔
·

居里
,

使他用毕生的精力同他的夫人一起

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

有一次
,

他们偶然发现
,

一

种沥青铀矿样品的放射性甚至比纯铀的放射性

还要强
,

这就意味着
,

在这些沥青铀矿中一定还

含有别的放射性元素
#

于是
,

居 里夫妇带着十

分激动的心情搞到∗+ 吨沥青铀矿
,

在很原始的

条件下对沥青铀矿进行了长达 , 年的化学分

析
#

通过处理大量矿物
,

他们终于发现其中含

有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
)

补和镭
,

而且这两种元

素放射出的射线的强度比铀所放射出的要强得

多
#

后来证明
,

镭在所有放射性元素中是最为

特殊的
#

针和镭的发现对后来的核物理和核化

学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
#

从沥青铀矿中分离镭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
二

作
#

) 因为
,

沥青铀矿中仅含有一千万分之三点

四的镭元素
,

也就是说
,

在含铀量为 ∃( − 的 � 吨

矿物中 .仅含有 (# % 克镭
#

针的含量则更少
#

由

于它们具有放射性
,

而且这两种稀有元素有可

能通过浓缩的方法使它们具有可 以测定的量
#

一

同时飞它们的辐射能够使周围的空气发生 电离
,

并使之变成导体
#

居里夫妇经过系统地测量各

种残余物和 晶体部分的这种效应
,

从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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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种放射性元素的浓缩
#

于是
,

针与秘一

起沉淀出来
,

镭跟着钡沉淀出来
#

然后
,

将镭和

钡这两种元素的氯化物通
一

过部分结晶
,

便可将

它们各自分离
#

最后
,

居里夫妇从 � 吨沥青铀

矿中得到 �(( 毫克纯氯化镭
#

由于沥青铀矿仅含有五千万分之一的外
,

因而更不可能将针以纯物质的形式分离出来
#

后来
,

居里夫人继续同艾
·

德比恩一起研究
,

以

几吨沥青铀矿中得到了几毫克的含补物质
,

其

中所含扑的放射性比等量镭的放射性强 !( 倍
#

居里夫人还发现
,

一些放射性元素所发出的辐

射是由于它们的原子产生连续分裂所造成的
,

从一种元素到另一种元素的蜕变速率
,

依放射

性元素的种类不同而不同
#

例如
,

补的半衰期

为 �, ( 天
,

而镭的半衰期是 �!�( 年
#

很快又相继发现了一些新的放射性元素
#

� �   年
,

当德 比恩研究居里夫妇 的铀残余物

时
,

他发现这种物质具有强的放射性
#

德比恩

将这种放射性物质与铁一起沉淀出来
,

并将它

命名为婀
#

此外
,

还发现沥青铀矿中含有放射

性铅
,

它与普通铅在化学性质上很难区分一

��  年
,

贝克勒尔使用居里夫妇提供的镭

样品进行实验
,

证明了镭发出
’

的辐射能被强磁

铁作用而发生偏转 .另一方面
,

补发出的辐射看

来却不受磁铁的影响
#

他又进一步研究了镭辐

射和针辐射的穿透力
,

实验表明 .外辐射的穿透

力远小于镭辐射的穿透力
#

由此
,

贝克勒尔认

为
,

他已经证明了存在着两种射线
#

经过对镭

射线更为周密的研究
,

居里夫妇还发现
,

镭能同

时发射出这两种射线
#

在放射性研究进展到这个阶段时
,

更多的

科学家开始研究这种新的辐射
#

他们虽然也

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
,

但却无法解释放射性

现象
#

这时
,

一位年青的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

特
·

卢瑟福积极投人这一 领域 的研究 中来
#

卢瑟福在他的老师 ∗
。

汤姆孙的指导下
,

抓住

放射性这一课题进行深人研究
,

很快就成为推

动这一科学分支前进的领袖人物
#

� (∋ 年
,

卢瑟福和英国化学家 /
#

索迪发现
,

一些放射

性元素在放出射线以后
,

会逐渐减弱其放射性

强度
,

最后变成另一种元素
#

他们在实验的基

础上
,

提出了原子的自发蜕变理论
#

放射性蜕

变理论的提出
,

使那些无次序的新发现的元素

逐渐有了排列的顺序
#

按照这个理论
,

放射性

元素经过一系列 的蜕变而连续形成 一些新元

素
,

其中每一种元素都在化学性质上不 同于产

生它们的母元素
#

中间产物的特性
,

主要表现

为放射性减弱
,

它们的产生基本上 与温度无

关
#

每种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是一个固定的

数
,

它取决于某一放射性元素中在单位时间内

发生变化的原子的比例
#

放射性元素的半衰

期是大不相同的‘从不到 � 秒钟到超过 �( ( 亿

年
#

卢瑟福和他的助手于 �� � 年至 �  ( 0 年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和后来在英国的

曼彻斯特大学
,

利用铅来进一步研究放射性元

素
#

从他对蜕变理论的阐述可以清楚地了解

到
,

放射性元素可以分为三大类
)

一类是含镭的

元素和由镭衍生的一些元素
,

母元素可能是铀 .

第二类是以牡为母元素 . 第三类包括婀及其蜕

变产物
#

放射性元素的蜕变总是伴随着辐射
,

卢瑟

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人研究
#

他曾试验了射

线穿透薄铝板的能力
,

并发现某些射线被铝板

减慢了
,

而另外一些射线则有更强的贯穿能力
#

他将前者叫 1 射线
,

后者叫刀射线
#

卢瑟福解决了 “ 射线的性质问题
,

这一 问

题在研究放射性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

卢瑟福根据 1 射线在磁场和电场中的偏

转
,

指出它们是由比较重的和带正 电荷的粒子

组成的
,

并测定了它们的质量与其电荷之间的

比例关系
#

他由此得出结论
)

这些粒子或者是

带有正电荷的氢原子
,

或者是带有两倍正电荷

的氦原子
,

后者似乎与含氦的放射性物质更为

相似
#

最后
,

卢瑟福还设计了一种方法
,

以便

对单位时凤内放射性物质所发射出的1 粒子进

行计数
,

然后测量这种粒子所带的总电量
#

测

量结果证明
, 1 粒子是带有两个正电单位的粒

子
,

因而与氦原子 的重量相同
#

卢瑟福和他的

同事最后成功地证明1 粒子是氦原子核
#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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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 当数量的镭射气密封在薄壁玻璃管中
,

让

放射性气体能够穿透管壁而发射出访粒子
#

然

后将这种粒子俘获在一个密闭的外部容器中
,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

这个容器 中便含有一种呈

现出清楚的氦光谱的气体
#

在此期间
,

法国化

学家维拉德注意到
,

除了上面两种射线之外
,

事实上还有第三种射线
,

这种射线在磁场中不

发生偏转
,

表明它是不带电的
#

后来的实验证

明
,

它是波长比 ∀ 射线更短的电磁波
,

即光子

流
#

由于这种射线光子的能量非常大
,

约有几

十万电子伏
,

因此
,

这种射线比声射线能更容易

地穿透固体物质
#

这第三种射线被命名为 4射

线
#

国际科学界对卢瑟福关于放射性物质蜕变

的领域中的开拓性研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

认

为蜕变理论的一些实验结果
,

已导致对科学的

一些基本概念的崭新的和更加广泛的解释
#

事

实上
,

在 � 世纪 . 原子和元素被看作是物质分

解过程中的最终单位
,

因而长期以来
,

原子和元

素都被认为是实验研究的极限
,

所有超越这一

极限的新出现的问题
,

都是模糊的和得不到结

果的
#

卢瑟福的工作使这一长期以来无法越过

的边界障碍被拆除
,

至少在理论上 已经不存在

了
#

正如以前分子不变论被抛弃一样
,

现在
,

元

素和原子永远不变的理论也难以再保持下去

了
,

现在已能用精确测量的科学方法对原子结

构加以研究
#

因此
,

卢瑟福的研究成果奠定了

放射性理论的基础
,

使后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发

生了一场革命
#

卢瑟福还认为
,

由于 1 射线是代表一种浓

度极高的能量形式
,

因而它应当成为研究原子

结构的重要工具
#

从 �  ( ∃ 年到 �  ( � 年
,

卢瑟

福反复用 1 粒子轰击金属薄箔
,

想探索它们的

原子
,

从而获得了最重要的发现
—

“ 粒子的

散射
#

在这个实验中
,

强烈偏转的 “ 粒子数 目

非常大
,

使卢瑟福认识到不可能只是与金属箔

中的原子发生碰撞的结果
,

而应当是由于与微

小的和带正电荷的粒子进行推斥碰撞的结果
#

卢瑟福 由此得 出结论
)

原子的质量集中在带正

电的中心体
—

核上
,

原子核的直径约为整个

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 . 核的周围是一种带有

负电荷的基本粒子 2电子 3体系
,

电子的数量足

以使整个原子保持中性
#

这就是他的著名的有

核原子模型
,

原子的核式模型 以及第一次用 “

粒子使原子核发生分裂
,

冲破了原子是不可分

割的物质最小单元的观念
,

原子物理学后来的

发展都基于这一模型
#

� � � 年
,

卢瑟福还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原子

结构理论
,

并很快证明这是一种解释放射性元

素化学中某些模糊现象的有效手段
#

这些元素

中
,

有些是化学性质极其相似的
,

甚至用任何化

学方法都不能将它们彼此分开
#

对此
,

卢瑟福

的老同事索迪从 � �( 年开始继续进行 了深人

研究
,

以便完全弄清某些放射性元素之间极其

相似的间题
# ’

在获得了大量的实验证据的基础

上
,

索迪于 � � ∋ 年指出
,

当一个原子放射出一

个 1 粒子时
,

它所变成的元素在周期表上要降

低两个位置 2原子序数减少 %3
,

当它放射出一

个5粒子时
,

它所变成的元素提高一个位置 2原

子序数增加 �3
#

索迪把周期表上占同一位置

的同族物质称为
“

同位素
” ,

并最终发展成为放

射性元素同位素理论
#

铀
、

牡
、

针
、

镭等元素的天然放射性的发现
,

揭开了探索原子核内部秘密的序幕
,

而上述这

些科学家的杰出成就
,

则在科学史上写下了放

射性早期历史的新篇章
,

并且开拓了一个新的

研究领域
#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
,

这一领域的

研究一直在整个物理学和化学中居于主导地

位
#

由于这些科学家的重大贡献
,

� (∋ 年的诺

贝尔物理奖授给了贝克勒尔
,

以
“

表彰他发现天

然放射性的卓越贡献
”

. 同时授给皮埃尔
·

居里

和玛丽
·

居里
,

以
“

表彰他们共同研究有关亨利
·

贝克勒尔教授发现的放射现象所做出的卓越

贡献
,

、#

居里夫人由于在发现针和镭方面立下

的功绩而获得 � � �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

卢瑟

福也 由于对放射性做了极其重要的研究工作而

获得 � 佣
一

年 的诺贝尔化学奖
#

� %� 年的诺贝

尔化学奖则授给了索迪
,

这是
“

为了奖励他在放

射性物质化学方面的贡献和对同位素起源与性

质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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