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家也许是错的D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科学家也许是错的D卷>>

13位ISBN编号：9787806846551

10位ISBN编号：7806846557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李敏 大连出版社  (2008-06出版)

作者：李敏 著

页数：1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家也许是错的D卷>>

内容概要

　　《科学家也许是错的（D卷）》为喜爱探索未知世界的朋友们集中展示了人类科学史上等待回答
的未解之谜，供大家研究与探索。
谜一样的世界，谜一样的生活，这些有趣而难解的谜，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情趣，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因此科学家们已经做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的，而正确的结论
有待于立志科学者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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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科学未解之谜：有没有反物质呢？
我们知道，普通物质的质量都是正的，人们把它们叫做正物质。
既然有正物质，那么会不会有质量为负的负物质或反物质呢？
最早提出反物质这个概念的人，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科学家兼宇宙学家邦迪。
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
邦迪遭到了迫害，被迫迁往英国。
他定居英国后，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邦迪热衷于研究宇宙的结构，他相信宇宙里既然有正物质，就一定会有负物质。
邦迪的想法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兴趣，积极地投入到寻找反物质的研究中来。
他们首先想到，原子可以分解成原子核和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原子核的内部还有质子和中子。
在这些小粒子中，除了中子不带电外，电子带有负电，质子带有正电，它们的质量和性质差别极大。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粒子，它们的质量及各种性质和质子或是电子完全相同，仅仅是电性相反，即电
子带有正电，质子带负电。
由此科学家们进一步想到，既然质子、电子和中子能够组成原子，那么由反质子和正电子是不是也可
以构成反原子呢？
更进一步设想，由反原子是不是可以构成反物质呢？
物理学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凡是与现有的物理规律都不发生矛盾的，就有可能存在，或者可以先假定它的存在。
按照这种假定，物理学家们满怀信心地踏上了通往反物质世界的道路。
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从理论上首次论证了正电子的存在，这种正电子除了电子电性和电子相
反外，一切性质都和电子相同。
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狄拉克预言的正电子。
1955年。
美国物理学家西格雷等人又用人工的方法获得了反质子。
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所有的微观粒子都有自己的反粒子。
粒子与反粒子好像一对孪生姐妹，却不能共处，只要它们一碰面，就会化成一道光消逝而去，不留下
一丁点儿灰烬。
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正反粒子的湮没。
这个现象还表明，正反粒子的湮没，能把全部质量都转化为能量。
有些科学家估计，如果一个负粒子与太阳上的一个正粒子相遇，就会把能量交给太阳，使太阳的温度
升高。
于是有人认为，是负粒子把太阳加热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一个存在已久的难题：为什么天文学家观测到的中微子数目只有理论值
的1／3。
另外，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通过研究太阳发热的规律。
反过来证实反物质的存在。
正反物质相撞能够转化出巨大的能量，而且不会有任何废物产生，这对于千方百计寻找新能源的人类
来说，无疑有着诱人的前景。
可是，到哪里才能找到反物质呢？
如果说果真有反物质的话，那么地球上是很难找到的。
因为地球上到处都是普通物质，反物质一出现，就会像冰块遇上火球一样，或者一起消失，或者转化
为别的东西。
有人从理论上推测，在广漠无垠的宇宙空间里，可能存在由反物质构成的天体，甚至很可能存在着反
物质世界。
但是，哪些天体是由反物质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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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天体是由普通物质构成的呢？
如果有一天由正物质组成的“正星系”与由反物质组成的“反星系”不期而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呢？
那时会造成两个星系同时化为乌有，还是会产生出震撼整个宇宙的巨大能量呢？
这些问题至今都无法断定。
虽然反物质还处在虚无缥缈之中，但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就建成了质子与反质子对撞的加速器。
到了1965年，美国物理学家莱德曼和他的同伴们又找到了一个由反质子和反中子组成的复合物，实际
上它是一个反氘核。
1979年，美国科学家把一个有60多层大楼那么高的巨大气球放到离地面35千米的高空，气球上载有一
批十分灵敏的探测仪器。
结果，它在高空猎取到了28个反质子。
这是在地球以外第一次发现反物质。
此外，还在星际空间发现了反物质流。
尽管如此，很多科学家们仍然认为，反物质究竟存在与否，现在还不能匆忙下结论。
不过，宇宙中存在着反物质世界的这种想法，却深深地吸引了众多的天文学家，天文学领域还因此而
诞生了一种新的宇宙学说——对称宇宙学。
科学家预言。
如果真的存在着反物质世界的话，不仅许多宇宙之谜，如宇宙起源之谜、类星体之谜等能够得到解释
，人类还有可能从正反物质相撞中获得巨大的能量。
1834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斯各特·罗素偶然观察到了一种奇妙的水波。
1844年，他在《英国科学家促进协会第14届会议报告》这份材料上发表了“论波动”一文，对这种水
波做了生动的描述：  “我正在观察一条船的运动，这条船被两匹马拉着，沿着狭窄的河道迅速前进
着。
突然，船停了下来，河道内被船体带动的水团并不停止，它们积聚在船头周围激烈地扰动着，然后水
浪呈现出一个滚圆而平滑、轮廓分明的巨大孤立波峰，它以巨大的速度向前滚动着，急速地离开了船
头，，在行进中它的形状和速度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我骑在马上紧跟着观察。
它以每小时约八九英里的迅速滚滚向前，并保持长约30英尺、高约一至一英尺半的原始形状。
渐渐地，它的高度下降了，当我跟踪了一两英里之后，它终于消失在逶迤的河道之中。
”罗素认为，他观察到的这个奇特现象是流体运动的一个稳定解，并称它为“孤立波”。
当时，罗素未能成功地使人们相信他的论断。
此后，有关孤立波的问题在许多物理学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直到1895年，才有人从理论上证实了孤立波的存在，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波不稳定，因而研究它没
有什么物理意义。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孤立波的认识日益深入，并测量到它有固定的能量、动量和质量，
具有类似粒子碰撞后不变的性质，因而孤立波又被称为孤立子。
20世纪70年代，在一些物理学家的努力下，人们终于在水箱实验中人为地再现了罗素当年亲眼看到的
浅水孤立波。
随着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研究的展开，科学家们在流体物理、固体物理、凝聚态物理、超导物理、激光
物理、生物物理等领域中，相继发现了孤立子的存在。
比如，固体中热脉冲的传播，超导体中的磁力线沿着约瑟夫超导结构的传播，等离子体中磁流体的波
运动，离子声波运动，铁磁体中布洛赫运动，电子线路中低频道波网络上电流一电压的传输以及生物
神经细胞轴上传导的冲动等等，都属于孤立子运动。
在激光打靶中，人们也观察到由于坍塌出现的涡旋型孤立波的传播以及激光光束在非线性介质中自聚
焦产生的孤立子。
利用孤立子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激光打靶中产生的密度坑以及红外线的红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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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用经典理论一直不能给予满意的解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存在孤立子，它的出现离不开一定的条件。
物理学家认为，只有处在扩散型的介质中，物质受到非线性的作用，并且后面的作用刚好抵消了前面
的作用时才能产生孤立子的运动形态。
目前，对孤立子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实验室内。
美国新泽西州荷尔姆代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在石英蕊光纤材料中观察到了光脉冲型孤立子的传播，
接着就开始使用孤立波来改进信号传输系统，提高其传输率，即在传播中具有不损失波形，不改变速
度，保真度高，保密性好等优点。
尽管如此，科学家对于孤立子的真实面貌还是没有认识得十分清楚，对孤立子的研究能够怎样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去，目前也还不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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