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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秘无穷的科技》讲述科技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的进步，生活品质的改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科
技的发展。
科技领域的发展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能不能实现冷核聚变、诱人的受控核聚变、室温核聚变能否实
现、室温超导何时能实现、超导研究能否实际应用、原子存储器、利用激光控制化学反应、人工光合
作用⋯⋯《奥秘无穷的科技》将带你进人一个科幻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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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将巨型计算机变成掌中机人们设想，未来的巨型计算机，有可能像今天的便携式个人计算机一样
，随身携带。
这个美好的设想能实现吗？
 　　1945年，美国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这台采用十进位制和外播式存储器的计算机，虽然1秒钟内仅能完成5000次计算，却是一台安装
了18800个电子管、1500个继电器和8000个阻容元件，体积达90立方米，重30吨，占地面积约170平方米
的笨家伙。
而1992年11月我国研制成的“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使用的是几百块、每块由14层密如蛛网
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这样就使整机的体积大为缩小。
但是，如果再使这台由一座六棱形机柜和其他一些设备组成的方阵，缩小成便携式计算机，也有点不
可思议。
 　　计算机整机体积缩小，是因为其所使用的元器件发生了变革。
它经历了由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过程。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3年就翻两番。
1977年日本人研制的包含15.6万个晶体管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面积为6.1毫米×5.8毫米，相当于
在头发丝般粗细的横截面上容纳40个左右晶体管。
1992年日本富士通公司研制的256兆位的集成电路，芯片面积仅16毫米×25毫米，电路线宽为0.2微米。
不久后，1024兆位的集成电路问世，其线宽达到0.1微米。
科学家认为，0.1微米是电子元件的极限尺寸，也就是说，传统电子学的发展将走到尽头。
这是因为，64兆位的集成电路在20平方毫米左右的面积上集成了约1.4亿个电子元件，256兆位在400平
方毫米左右的面积上集成几亿个电子元件，这样高的填塞密度，接线和散热是一大障碍。
其次，电子具有波粒二重性，也就是说，它有时显示出波动性，有时显示出粒子性。
电子在0.1微米以上的空间工作，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粒子，而不考虑它的波动性。
但是，当其在0.1微米以下时，其波动性就不能忽视，以这一基础所设计的电子元件就不能按设计要求
去工作。
所以，以电子是粒子这一原理所设计的集成电路只能以0.1微米为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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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奥秘无穷的科技》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打造科学普及教育权威读本，中国科普教育学会大力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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