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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同一位学者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可是为什么我们却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解决不完的
问题?学者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答：人类的探索好比画圆，圆里对应已知，圆外一片茫然。
于是我顿悟，一无所知犹若一个点，获得认识就像将该点扩张为圆。
我们知道得越多，圆面就越大，同时也就面临更多的界外疑难。
宇宙的起源与演化、物质的结构与组成、生命的起源和进化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命题。
几千年来，人类对它们的探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或正在转化为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巨大力量。
20世纪末，有人将信息科学与技术归为第四命题，这无疑是受到了当代信息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发展
的影响。
自从20世纪“有史以来的最伟大发明之一——计算机”问世之后，人类的感官和认知能力得以空前的
延伸。
这不仅促进了信息科学与技术自身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宇宙科学、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的飞跃。
纵观大自然，不管是宇宙、星系、地球、月球，还是山岳、江河、岩石、土壤，无论动物、植物还是
微生物、人类，穷其本源，都是由多种多样的单个原子按照一定的序列和规律构成的，这个序列和规
律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或密码。
由此看来，不管自然科学有多少基本命题，人类所认识的自然界都可以看作是物质和信息的组合。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上面谈及的只不过是普通重子物质组成的世界。
随着信息科学和观测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可观测的宇观和微观两个世界里，人们不断有新的发现，小
到纳米世界的奇异特性、基本粒子的结构组成，大到宇宙的微波背景、超级黑洞、神秘类星体、弯曲
的时空等。
2003年美国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华盛顿公布的wMAP(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威尔
金森微波背景辐射各向异性探测器，2001年发射)的第一批观测数据表明，“宇宙包含了(4.4±0.4)％的
普通重子物质，(23±4)％的非重子形态的暗物质，以及(73±4)％的至今我们仍对此一无所知的“暗能
量”。
在茫茫宇宙中，人们不但没有找到那些过去曾经被认为“占宇宙总质量十分之九的”丢失了的暗物质
，而且还发现了促使目前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巨大“暗能量”。
可见人类过去对于大自然的认识不仅没有完善，而且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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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选择了宇宙、地球、物质、生命、技术等5个方面，概览了当代科技领域
的前沿进展；以讲述科技专题知识为主线，穿插入文历史背景，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书中介绍的一些内容，如黑洞、宇宙大爆炸、恒星世界、太阳系、板块学说、生物大灭绝、资源与环
境、可控核聚变、大统一理论、生命起源、遗传与基因、克隆技术、激光、超导、新材料、空间技术
等引人人胜，富于启发性。
为了能更好地展现丰富多彩的科技世界，《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还配套了多媒体课件、电子教案和题
库，供授课教师使用。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可作为高等院校各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教育通识课教材，也可供有兴趣的读者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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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 爱因斯坦1915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1917年就将之应用于宇宙
学的研究，提出了“有限、无边、静态”的宇宙模型来。
 以往都认为，有限即有边，无限即无边，爱因斯坦却将它们分开。
例如一个确定了尺寸的方形桌面就有边，小虫在其上无论朝哪个方向爬，都会到达边缘。
可是对于篮球则不然，小虫在其表面上爬，无论怎样都到不了尽头或边缘，这个球面就是无边的二维
球面，整个篮球就是有限无边的体系。
当然，作为四维空间体系的宇宙要比篮球复杂。
 在爱因斯坦模型中，“有限”是说整个宇宙是一个弯曲封闭的体系，其体积有限而物质分布均匀；“
无边”即指无论向哪个方向运动都永远找不到尽头；“静态”是指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永远处
于一种稳定的状态。
静态是就宇宙整体而言的，并非说宇宙的各个部分都全然静止不动。
爱因斯坦宇宙模型中的“有限、无边”是正确的，而“静态”则被后来的理论推演与观测事实所否定
。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毕竟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它拉开了现代宇宙学的序幕。
 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爱因斯坦在提出“有限、无边、静态”宇宙模型时，已经感觉到了宇宙不稳定，
有引力收缩的趋势。
为了不让这个不情愿的趋势破坏了美好的静态，他特别在引力场方程中增加了一个反引力的排斥项即
“宇宙常数项”，以抵消这种收缩的趋势。
当后来得知哈勃等人发现了“宇宙在膨胀”的事实后，爱因斯坦承认自己引入的宇宙常数项是“一生
中的最大错误”。
但是，宇宙常数项就像神话中瓶子里的魔鬼，放出去就再也难以收回，后人继续在讨论它的意义。
今天，专家将爱因斯坦场方程分为含宇宙常数项和不含宇宙常数项的两种，都在被研究和应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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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概论》逻辑清晰、内容适度易懂、针对性强，可作为高等院校各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
教育通识课教材，也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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