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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习惯于通过数量来认识和比较身边的事物，如几辆玩具车的大小和它们运动的
快慢；我们几岁了？
热不热、冷不冷？
等等。
我们甚至不曾设想过离开数量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世界就是世界，它客观地存在着，数量是自我们的祖先起始的人类为了认识、比较和描述世界
、为了交流，而采用的方法。
然而。
数量却真的很神奇，没有数量的世界连在一起，难解难拆；一用上数量，世界便清晰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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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量中的科学”这套丛书，以与我们普通人关系密切、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和体会到，或靠日常经
验能够比较好地理解为标准，选择四个基本量——长度、质量、时间、温度为主题，通过对自然科学
中大到宇宙星系、小到亚原子粒子的各种事物所涉及到的数量及其相关知识进行描述，形成了《奇妙
的长度》、《奇妙的质量》、《奇妙的时间》、《奇妙的温度》这样4本书。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奇妙的温度》分册，讲述了温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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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270.15℃  （2.7K）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零下270.9℃  液氦变为超流体零下272.66℃  欧洲核子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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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到老年阶段时，核心的温度已达到40亿℃，铁原子核转变为氦和中子，一些重原子核连续俘获
中子，形成比镍更重的多种元素。
当大质量恒星生命终结时会出现超新星爆发，这时内部高密度的中子会连续撞击其他重原子核，生成
铀、钍甚至更重的放射性元素。
随后，这些物质被抛入太空，成为新的星际物质，在合适的时机又会重新形成第二代恒星。
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的太阳属于第二代恒星，才会形成各大行星，地球才会拥有这么丰富多彩的物
质世界，并最终孕育出生命，这些都要归功于前一代恒星留给我们的“遗产”。
产生的能量过于巨大和迅速，难以用来发电。
为此，各国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希望研制出一种类似核裂变反应堆的装置，用来控制聚变反应
的速度，使其长期稳定地逐渐释放出能量。
如果解决了这项技术，核能将真正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持久能源。
目前科学家们已克服了如何加热的难题，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控制这些具有上亿摄氏度、已全部变成
高温等离子体的氘和氚，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容器能够盛装它们。
所谓等离子体其实就是在高温下失去部分电子的原子与脱离原子的正负电子共同组成的气态带电物质
。
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提出用封闭的磁场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的建议，因为磁力线是无形的，所以
不惧怕高温。
1954年，前苏联科学家建成第一个采用磁约束方法实现个别聚变反应的“托卡马克”装置，又称“环
流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德国科学家首次研制出可以在很短的瞬间输出微小聚变能量的托卡马克装置
。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托卡马克装置是位于英国牛津郡卡勒姆科学中心的“联合欧洲环”，由欧洲20个国
家合作研制。
它采用超导电磁线圈环形磁场约束方式，将燃料喷入后可以加热到l亿℃以上的高温。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中的托卡马克装置，可以将氘和氚的等离子混合体最高
加热到5.1亿℃，比太阳中心的温度还要热30倍。
但它们输出的聚变能量都不大，远小于所消耗的能量。
中国也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核聚变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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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奇妙的温度》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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