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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内容概要

《岁月留痕: 40年集萃》的内容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或者是曾在我国物理研究和教育战线上取得重要成
就的学者，或者是仍在物理研究和教学中努力创新的新人。值得指出的是：这四十篇文章中，十一篇
文章的作者已经逝世，他们留下的这些遗作，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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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作用是由于大量核能在极短时间（约10—7秒）内释放出来引起的。不同核弹爆炸
时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从千吨级到千万吨级TNT炸药爆炸时释放的能量。释放核能的基本物理过程，对
于原子弹来说，是中子在（达到了超临界状态的）可裂变物质（如铀—235、钚—239等）中所引起的
快速裂变链式反应；而对于氢弹来说，则是氘（2H）、氚（3H）等热核材料在原子爆炸所提供的高
温作用下以极快速率进行的聚变反应（也叫热核反应）。以下稍微讨论一下释放核能的这两个基本物
理过程。 中子在引起可裂变物质（例如说，铀—235）的原子核裂变时，伴随着裂变能量的释放，还
放出更多的中子。用反应式写出如下：n+235U=S1+S2+（2至3）n+Q，（1）式中S1及S2是铀核裂变后
产生的两个碎片；Q=200兆电子伏，是每次裂变反应中释放的能量（1兆电子伏=1.6×10—6尔格），从
（1）式可见，裂变反应中产生的中子比用去的中子更多，每次裂变多出1至2个。因此，产生的中子可
以进一步引起更多的可裂变物质裂变。如此继续下去，就可以导致一个“链式”的裂变反应。当然，
形成链式反应有一个条件，就是：这次裂变反应产生的中子在引起下次裂变反应之前，不致因为漏失
或被非裂变物质吸收而损失过多。能够形成“发散”（即随时间可越来越增加的）链式反应的状态就
叫做超临界状态。 裂变时释放的能量主要表现为裂变碎片的动能，但也有相当部分表现为裂变时放出
的γ—射线（称作“瞬发γ—射线”）、裂变中子带有的能量以及裂变碎片的内能。后者（碎片的内
能）在隔了一定时间后才以β—放射性和γ—放射性的形式放出（称作“剩余核辐射”），所以在爆
炸瞬间不起作用。各部分能量的具体分配大致如表1所示。表中的“裂变产物”指裂变碎片和由碎片
经放射性蜕变后形成的产物（产物本身也还可以是具有放射性的）。 由表1可见，在裂变瞬间放出（
因而对核爆炸有贡献）的只有前三项能量，共约180兆电子伏，占总放能的90％；后三项能量的放出则
有一定时间（决定于裂变产物的半衰期）的延迟。裂变碎片的动能在核弹中很快转化成热能，使弹体
的温度达到几千万（摄氏）度以上，压力达到几十亿大气压以上，于是往外传出破坏力极大的爆轰冲
击波和热辐可见，在这些热核反应中，除释放出核能外，也有中子放出（反应（3）虽不直接放出中
子，但其生成的。H再和2H进行反应（4）就可以产生中子）。和裂变反应相比较，热核反应具有下
列特点： 1.没有临界大小的限制，因此热核材料的装量增减的可能范围较大，使氢弹的威力可以在很
大的范围内变化（小到千吨级，大到千万吨级，这里指的都是TNT炸药当量，下同）； 2.单位质量热
核材料释放的核能，对于反应（2），（3），（4），（5）来说分别是0.8，1.0，3.5，2.5兆电子伏／
原子质量单位，而对于裂变反应（1）来说则是0.8兆电子伏／原子质量单位的裂变材料；可见，同样
质量反应后释放的能量，热核反应（特别是有氚参与的反应（4）和（5））大于裂变反应； 3.每净放
出1个中子的同时伴随着释放的能量，对于裂变反应（1）大约是100至200兆电子伏，而对于热核反应
（2），（3）+（4），（4）及（5）分别是3.2，21.6，17.6及5.7兆电子伏；可见，释放同样大小的能
量时，热核反应中放出的中子数要射，使相当范围内的建筑物摧毁或引起火灾，造成人、畜的伤亡。 
氢弹中，借助于原子爆炸所造成的高温，热核材料（氘、氚）的原子核间可以进行下列热核（聚变）
反应：2H+2H=3He+n+3.2兆电子伏，2H+2H=3H+1H+4兆电子伏，2H+3H=4He+n+17.6兆电子伏
，3H+3H=4He+2n+11.3兆电子伏。比裂变反应中放出的中子数约多几倍到几十倍； 4.热核反应中不产
生放射性核素，而裂变反应中则如上述产生大量具有β—放射性和γ—放射性的裂变产物，形成剩余
核辐射，从而产生放射性污染。 应当指出，在热核反应（2），（4）及（5）中，所释放的能量，大
部分表现为中子的动能。在一般的氢弹中，这些高能中子常被利用来使铀—238进一步产生裂变，提高
弹的威力。由于只能在（大于1.4兆电子伏的）高能中子作用下产生裂变的铀—238在天然铀中占99％
以上，所以它的价格比需要从天然铀经过浓缩过程才能取得的铀—235要便宜得多。铀—238在一般氢
弹中的大量应用，一方面用比较低廉的代价使氢弹的威力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产生更多剩余核辐射
的后果。铀—238采用的结果，使一般氢弹中来自裂变和聚变反应的能量各占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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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编辑推荐

《岁月留痕:40年集萃》共收录了从1972年到2012年的四十年里在《物理》各个栏目发表的四十篇文章
，这些文章虽然长短不同、内容多样、风格各异，但它们均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国内
外物理学备学科的进展，记述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为物理学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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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精彩短评

1、浓缩了《物理》40年的精华,值得反复品读.
2、有两位老师在课上提到此书。前几篇是改革开放初期写的，文章中有很多的政治语言，感觉很恶
心，基本没看；因为专业知识还比较有限，论文看得不太明白，学得再多一些之后可以再回来看看；
主要看了故事性强一些的文章。文章总体上还是很不错的，各方面都有涉及，视野开阔，黄昆、王明
贞、杨振宁写的自传性质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
3、我开始读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我会给这样一本书5星。
4、2014年3月29日阅毕。《物理》杂志是我一直订阅的杂志，这书是40年精选合集。有几篇文章让我
感触颇深，赵凯华和杨振宁的文章在回忆自己高中没有上过物理课，就是考试前靠自学上了物理系。
反思现在高中物理到底教了什么？！ 
5、要说的是，这本书的好在于大部分文章出自大家之手，特别是有些文章对于初学者非常合适（所
谓的初学者也得有些基础才好），多读几遍总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做学问需要的就是这股子灵气。
而至于其中故事性的部分当作茶余饭后的聊资也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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