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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与诺贝尔奖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０日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发明家、" 炸药
大王" －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１８３３一１８９６）
逝世１００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
位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的科学家，对激励我们全身心
地投入工作和学习、加快祖国建设步伐意义深远。

诺贝尔出生于瑞典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父亲不得不带
领全家到国外去谋生，最后流落到美国。漂泊的生活，使诺
贝尔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只在学校读过一年书，
受过几年家庭教育。诺贝尔童年时，在父亲劳作的工厂里打
杂，多少接触到一点化学知识。从１６岁起，父亲送他到美
国一家工厂当学徒，在那里他艰苦学习了五年。

诺贝尔目睹了劳工开山凿矿、修筑公路和铁路，都是用
手工进行的，体力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年轻的带贝尔想：
要是有一种威力很大的东西，一下子能劈开山岭，减轻工人
们繁重的体力劳动那该多好啊！于是他开始研究炸药了。

起先，一切研究较顺利，他和父亲、弟弟一起发明了"
诺贝尔爆发油" 。带着这种样品，打算到欧洲继续研究。可
人们都认为" 危险" ，没有人愿意出资合作。后来，法国皇
帝－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出钱办了一个实验所，他们父
子才得到新的实验机会。不料在一次实验中，不幸的事件发
生了，实验室和工厂全部被炸毁，还炸死了五个人，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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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弟当场被炸死，父亲炸成重伤，从此半身不遂，再也不
能伴诺贝尔参加实验。在沉重的打击下，他并未灰心丧气，
决心制服" 爆发油" 的易爆性，造福人类。为了避免伤害实
验周围的人，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朋友的资助下，
租了一只大船在梅拉伦湖上，经过四年几百次的艰苦而危险
的实验，就在硅藻甘炸药试爆的最后一次，他亲自点燃导火
剂，仔细观察各种变化，当炸药爆炸声巨响之后，人们惊
吼：诺贝尔完了！……可他顽强地从弥漫的烟雾中爬起来，
满身鲜血淋淋，他忘掉了疼痛，振臂高呼：" 我成功了！我
成功了！" 终于在１８７６年的秋天，成功地研制了硅藻甘油炸
药。之后。诺贝尔又经过１３年的研究，终于在１８８０年又发
明了无烟炸药－三硝基甲苯 （又名ＴＮＴ）！对工业、交通运
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诺贝尔的一生是光荣而伟大的一生，是不疲倦、勇于奉
献、努力学习和工作的一生。他终身末娶，把毕生的精力都
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不仅在化学方面研究发明了硝化甘油引
爆剂、雷管、硝化甘油固体炸药和胶水炸药而被世人誉为"
炸药大王" ，而且他对光学、电学、枪炮学、机械学、生物
学和生理学等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一生共获得２００多项技
术发明专利。他在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等五大洲明专利。
他在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等五大洲的２０多个国家建立了

１００多个公司和工厂，积累了３５００万瑞典克郎的资金，是
个赫赫有名的大工业家。

诺贝尔研制炸药的本来目的是为和平建设服务，为民造
福。可是，反动统治者把它用作屠杀人民的武器，加重了战
争的灾难。因此，诺贝尔感到很痛心，在他去世的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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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２７日，他本着科学造福人类的思想立下遗
嘱，将他的所有财产存人银行，把每年得来的利息平均分成
五份，奖励世界上在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与和
平事业" 给人类造福最大的个人和机构" ，不管这些人属于
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还注明，物理和化学由瑞典皇家学
院颁发；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生理或医学奖由瑞典斯
德哥尔摩加罗林医学院颁发；和平奖委托挪威议会选出五人
委员会负责颁发。

诺贝尔的基金和评选全部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基金
会负责管理，下设五个诺贝尔委员会，负责五个诺贝尔奖的
具体事宜。每年九、十月间，各个诺贝尔委员会开始为遴选
下一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准备工作。此时，他们向世界各
地有名望的学者、教授及前进贝尔奖获得者，发出几千封信
函，请他们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推荐信不得迟于来年１月

３１日．如迟于这个日子收到，只能把被推荐者列人再下一
年的候选人名单。

接着对候选人进行筛选。获奖者往往连续多年同时受到
很多专家的提名，最后被列人候选人名单的已经过好几年
了。这是因为需要时间来调查和检验候选人的成就．经诺贝
尔委员会筛选出的候选人名单再递交给诺贝永奖评议委员会
审定，最后的决定一般在十月份作出，诺贝尔奖从提名、筛
选到最后评议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公布
和私下向候选人透露消息，获奖者一经决定，就立即即宣
布，并在当年的诺贝尔逝世的日子 （１２月１０日）举行隆重
的颁奖仪式。可以说，在科学领域内，没有一种奖能像诺贝
尔奖这佯得到世界上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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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这位科学界的一
代骄子，出资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１９６９年开始颁发。
现在，诺贝尔奖已有六个奖项。

诺贝尔奖经过严格的评议，一般说来，在自然科学方面
有着公认的权威性，而在文学与和平方面，人们的看法不尽
相同。从１９０１年颁发诺贝尔奖至今，除因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偶有间断外，每年颁发一次，全世界约有４０个国家的

６００人获诺贝尔奖，还有近２０个国际组织获和平奖。
诺贝尔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是现

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本世纪最初的２５年里，获诺贝尔
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的７５人中，欧洲占７５
人，美国只占４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采取措
施，加大自然科学研究力度，在科学研究方面所投入的资金
占世界整个科研经费的一半以上。加之国大，科学家可以自
由流动，使美国在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很快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１９５７年，美藉中国人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

１９７６年，美国囊括了所有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理
或医学奖，美藉中国人丁肇中获诺贝尔物理奖。近３０多年
来，获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的人数中，美
国占了半数以上。

瑞典的林德斯滕教授在１９８４年说过，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将大大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认为，一个国家
要想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投入大量的金钱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整个社会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瑞典的纳格尔教授也
说过，中国人的天资不亚于任何人，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中国会出也一定会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纪念诺贝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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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伟大的科学家逝世１００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高类精神文明
建没的旗帜，苦干实干。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吧！

门捷列夫

到１８６９年止，已有６３种元素被人们所认识。进一步寻
找新元素成为当时化学家最热门的课题。但是地球上究竟有
多少元素？怎样去寻找新的元素？却没有人能作比较科学的
回答。寻找新元素的工作也固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而带有
很大的盲目性，常常白白地耗费了许多精力。

在对物质、元素的广泛研究中，关于各种元素的性质的
资料，积累日愈丰富，但是这些资料却是繁杂纷乱的，人们
很难从中获得清晰的认识。整理这些资料，概括这些感性知
识，从中摸索总结出规律，这是摆在当对化学家面前一个急
待解决的课题，同时也是科学和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
样的科学背景下，从事元素分类工作和寻找元素之间内在联
系的许多化学家，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研究
成果，其中最辉煌的成就是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和德国化学
家迈尔先后发现的化学元素周期律。

道尔顿提出了科学的原子论后，许多化学家都把测定各
种元素的原子量当作一项重要工作，这样就使元素原子量与
性质之间存在的联系逐渐展露出来、１８２９年德国化学家德
贝莱纳提出了" 三元素组" 观点，把当时已知的４４种元素
中的１５种，分成５组，指出每组的三允素性质相似，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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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元素的原子量等于较轻和较重的两个元素原子量之和的
一半。例如钙、锡、钡，性质相似，铬的原子量大约是钙和
钡的原子量之和的一半。氯、澳、碘以及银、钠、钾等元素
也有类似的关系。然而只要认真一点，就会发现这样分类有
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所以并没有引起化学家们的重
视。

１８６２年，法国化学家尚古多提出一个" 螺旋图" 的分
类方法。他将已知的６２种元素按原子量的大小顺序标记在
绕着圆柱体上升的螺旋线上，这样某些性质相近的元素恰好
出现在同一母线上。因此他第一个指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
变化。可是他的报告照样无人理睬。１８６４年，德国化学家
迈尔在他的 《现代化学理论》一书中刊出一个" 六元素表" 。
可惜他的表中只列出了已知元素的一半，但他已明确地指
出：" 在原子量的数值上具有一种规律性，这是毫无疑义
的" 。１８６５年，英国化学家纽兰兹提出了" 八音律" 一说。
他把当时已知的元素按原子量递增顺序排列在表中，发现元
素的性质有周期住的重复，第八个元素与第一个元素性质相
近，就好象音乐中八音度的第八个音符有相似的重复一样。
纽兰兹的工作同样被否定，当时的一些学者把八音律斥之为
幼稚的滑稽戏，有人甚至挖谤说：" 为什么不按元素的字母
顺序排列呢？那样，也许会得到更加意想不到的美妙效
果。" " 六元素表" 、" 八音律" 是存在许多错误，但是应该看
到，从三元素组" 到" 八音律" 都从不同的角度，逐步深入
地探讨了各元素间的某些联系，使人们一步步逼近了科学的
真理。以前人工作所提供的借鉴为基础，门捷列夫通过顽强
努力的探索，于１８６９年２月先后发表了关于元素周期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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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和论文。在论文中，他指出：
（１）按照原子量大小排列起来的元素，在性质上呈现明

显的周期性。
（２）原子量的大小决定元素的特征。
（３）应该预料到许多未知元素的发现，例如类似铝和硅

的，原子量位于６５一７５之间的元素。
（４）当我们知道了某些元素的同类元素后，有时可以修

正该元素的原子量。这就是门捷列夫提出的周期律的最初内
容。

门捷列夫深信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经过继续努力，１８７１
年他发表了关于周期律的新的论文。文中他果断地修正了

１８６９年发表的元素周期表。例如在前一表中，性质类似的
各族是横排，周期是竖排；而在新表中，族是竖排，周期是
横排，这样各族元素化学性质的周期性变化就更为清晰。同
时他将那些当时性质尚不够明确的元素集中在表格的右边，
形成了各族元素的副族。在前表中，为尚未发现的元素留下

４个空格，而新表中则留下了６个空格。由此可见，门捷列
夫的研究有了重要的进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
律是否能站住脚，必须看它能否解决化学中的一些实际问
题。门捷列夫以他的周期律为依据，大胆指出某些元素公认
的原子量是不准确的，应重新测定，例如当时公认金的原子
量为１６９．２，因此，在周期表中，金应排在饿。铱、铂
（当时认为它们的原子量分别是１９８．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７）
的前面。而门捷列夫认为金在周期表中应排在这些元素的后
面，所以它们的原子量应重新测定。重新测定的结果是：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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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９０．９，铱为１９３．１，铂为１９５，２，金为１９７．２。实验
证明了门捷列夫的意见是对的。又例如，当时铀公认的原子
量是１１６，是三价元素。门捷列夫则根据铀的氧化物与铬、
铂、钨的氧化物性质相似，认为它们应属于一族，因此铀应
为六价，原子量约为２４０。经测定，铀的原子量为２３８．０７。
再次证明门捷列夫的判断正确。基于同样的道理，门捷列夫
还修正了铟、镧、钇、铒、铈、的原子量。事实验证了周期
律的正确性。

根据元素周期律，门捷列夫还预言了一些当时尚未发现
的元素的存在和它们的性质。他的预言与尔后实践的结果取
得了惊人的一致。１８７５年法国化学家布瓦博德朗在分析比
里牛斯山的闪锌矿时发现一种新元素，他命名为镓，并把测
得的关于它的主要性质公布了。不久他收到了门捷列夫的来
信，门捷列夫在信中指出关于镓的比重不应该是４．７，而
是５．９一６．０。当时布瓦傅德朗很疑惑，他是唯一手里掌
握金属镓的人，门捷列夫是怎样知道它的比重的呢？经过重
新测定，镓的比重确实为５，９" 这给果使他大为惊奇。他
认真地阅读了门捷列夫的周期律论文后，感慨他说：" 我没
有可说的了，事实证明门捷列夫这一理论的巨大意义。"

镓的发现是化学史上第一个事先预言的新元素的发现，
它雄辩地证明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科学性。１８８０年瑞
典的尼尔森发现了钪，１８８５年德国的文克勒发现了锗。这
两种新元素与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硼。类硅也完全吻合。门捷
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再次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事实证明门捷列夫发现的化学元素周期律是自然界的一
条客观规律。它揭示了物质世界的一个秘密，即这些似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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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关的元素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
自然体系。从此新元素的寻找，新物质、新材料的探索有了
一条可遵循的规律。元素周期律作为描述元素及其性质的基
本理论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门捷列夫于１８３４年２月７日诞生在俄国西怕利亚的托
波尔斯克 市。他父亲是位中学教师。在他出生后不久，父
亲双眼固患白内障而失明，一家的生活全仗着他母亲经营一
个小玻璃厂而维持着。１８４７年双目失明的父亲又患肺给核
而死去。意志坚强而能干的母亲并没有出生活艰难而低头，
她决心一定要让门捷列夫象他父亲那样接受高等教育。

门捷列夫自幼有出众的记忆力和数学才能，读小学时，
对数学、物理、历史课程感兴趣，对语文、尤其是拉丁语很
讨厌，因而成绩不好。他特别喜爱大自然，曾同他的中学老
师一起作长途旅行，搜集了不少岩石、花卉和昆虫标本。他
善于在实践中学习，中学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学
毕业后，他母亲变卖了工厂，亲自送门捷列夫，经过２千公
里以上艰辛的马车旅行来到莫斯科。因他不是出身于豪门贵
族，又来自边远的西怕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大学拒
绝他入学。好不容易，门捷列夫考上了医学外科学校。然而
当他第一次观看到尸体时，就晕了过去。只好改变志愿，通
过父亲的同学的帮忙，进入了亡父的母校－－彼得堡高等师
范学校物理数学系。母亲看到门捷列夫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
愿望，不久便带着对他的祝福与世长辞了。举目无亲又无财
产的门捷列夫把学校当作了自己的家，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
望，他发奋地学习。１８５５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毕业后，他先后到过辛菲罗波尔、敖德萨担任中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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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师的岗位上他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和研究。１８５７
年他又以突出的成绩通过化学学位的答辩。他刻苦学习的态
度、钻研的毅力以及渊博的知识得到老师们的赞赏，彼得堡
大学破格地任命他为化学讲师，当时他仅２２岁。

在彼得堡大学，门捷列夫任教的头两门课程是理论化学
和有机化学。当时流行的教科书几乎都是大量关于元素和物
质的零散资料的杂乱堆积。怎样才能讲好课？门捷列大下决
心考察和整理这些资料。１８５９年他获准去德国海德堡本生
实验室进行深造。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了物理化学。他运
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观察化学过程，又根据物质的某些物理性
质来研究它的化学结构，这就使他探索元素间内在联系的基
础更宽阔和坚实。因为他恰好在德国，所以有幸和俄国化学
家一起参加了在德国卡尔斯鲁厄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化学家会
议。会上各国化学家的发言给门捷列夫以启迪，特别是康尼
查罗的发言和小册子。门捷列夫是这样说：" 我的周期律的
决定性时刻在１８６０年，我参加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在会
上我聆听了意大利化学家康尼查罗的演讲，正是他发现的原
子量给我的工作以必要的参考材料，而正是当时，一种元素
的性质随原子量递增而呈现周期性变化的基本思想冲击了
我。" 从此他有了明确的科研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
动。

从１８６２年起，他对２８３种物质逐个进行分析测定，这
使他对许多物质和元素的性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重新测
定一些元素的原子量。因而对元素的这一基本特征有了深刻
的了解。他对前人关于元素间规律性的探索工作进行了细致
的分析。他先后研究了根据元素对氧和氢的关系所作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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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研究了根据元素电化序所作的分类，研究了根据原子价
所进行的分类：特别研究了根据元素的综合性质所进行的元
素分类。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分析才能做好综合。这样，门
捷列夫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他分析根据元素综
合性质而进行的元素分类时，他坚信元素原子量是元素的基
本特征，同时发现性质相似的元素，它们的原子量并不相
近。相反一些性质不同的元素，它们的原子量反而相差较
小。他紧紧抓住原子量与元素性质之间的关系作为突破口，
反复测试和不断思索。他在每张卡片上写出一种元素的名称
原子量、化合物的化学式和主要的性质。就象玩一副别具一
格的元素纸牌一样，他反复排列这些卡片，终于发现每一行
元素的性质都在按原子量的增大，从小到大地逐渐变化，也
就是发现元素的性质随原子量的增加而呈周期往的变化。第
一张元素周期表就这样产生了。

随着周期律广泛被承认，门捷列夫成为闻名于世的卓越
化学家。各国的科学院、学会、大学纷纷授予他荣誉称号、
名誉学位以及金质奖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１３８２年英国
皇家学会就授予门捷列夫以戴维金质奖章。１８８９年英国化
学会授予他最高荣－－法拉第奖章。相反地在封建王朝的俄
国，科学院在推选院士时，竟以门捷列夫性格高做而有棱角
为借口，把他排斥在外。后来回门捷列夫不断地被选为外国
的名誉会员，彼得堡科学院才被迫推选他为院士，由于气
恼，门捷列夫拒绝加入科学院。从而出现俄国最伟大的化学
家反倒不是俄国科学院成员的怪事。

门捷列夫除了发现元素周期律外，还研究过气体定律、
气象学、石油工业、农业化学、无烟火药、度量衡，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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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勤劳动，在这些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成绩。１９０７
年２月２日，这位享有世界盛誉的俄国化学家因心肌梗塞与
世长辞，享年７３岁。

阿佛加德罗

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常数叫阿佛加德罗常
数。ＮＡ＝６．０２２０５ｘｌ０２３／摩尔。它表示１摩尔的任何物质
所含的分子数。

在物理学和化学中，还有一常见的定律叫阿佛加德罗定
律。它的内容是在同一温度、同一压强下，体积相同的任何
气体所含的分子数都相等，这一定律是意大利物理学家阿佛
加德多于１８１１年提出的，在１９世纪，当它没有被科学界所
确认和得到科学实验的验证之前，人们通常把它称为阿佛加
德罗的分子假说。假说得到科学的验证，被确认为科学的真
理后，人们才称它为阿佛加德罗定律。在验证中，人们证实
在温度、压强都相同的情况下，１摩尔的任何气体所占的体
积都相等。例如在０℃、压强为７６０ｍｍＨｇ时，１摩尔任何
气体的体积都接近于２２．４升，人们由此换算出：１摩尔任
何物质都含有６．０２２０５ｘｌ０２３个分子，这一常数被人们命
名为阿佛加德罗常数，以纪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

阿佛加德罗在科学史上占据这样一个重要地位，那么他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从分子论的提出说起。

就在英国化学家道尔顿正式发表科学原子论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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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８年），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在研究各种气体在化学
反应中体积变化的关系时发现，参加同一反应的各种气体，
在同温同压下，其体积成简单的整数比。这就是著名的气体
化合体积实验定律，常称为盖·吕萨克定律。盖吕萨克是很
赞赏道尔顿的原子论的，于是将自己的化学实验结果与原子
论相对照，他发现原子论认为化学反应中各种原子以简单数
目相结合的观点可以由自己的实验而得到支持，于是他提出
了一个新的假说：在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的不同气体含有
相同数目的原子。他自认为这一假说是对道尔顿原子论的支
持和发展，并为此而高兴。

没料到，当道尔顿得知盖·吕萨克的这一假说后，立即
公开表示反对。因为道尔顿在研究原子论的过程中，也曾作
过这一假设后被他自己否定了。他认为不同元素的原子大小
不会一样，其质量也不一样，因而相同体积的不同气体不可
能含有相同数日的原子。更何况还有一体积氧气和一体积氮
气化合生成两体积的一氧化氮的实验事实 （Ｏ２＋Ｎ２－－
＞２ＮＯ）。若按盖·吕萨克的假说，ｎ个氧和２ｎ个氮原子生
成了２ｎ个氧化氮复合原子，岂不成了一个氧化氮的复合原
子由半个氧原子、半个氮原子结合而成？原子不能分，半个
原子是不存在的，这是当时原子论的一个基本点。为此道尔
顿当然要反对盖·吕萨克的假说，他甚至指责盖·吕萨克的
实验有些靠不住。

盖·吕萨克认为自己的实验是精确的，不能接受道尔顿
的指责，于是双方展开了学术争论。他们俩人都是当时欧洲
颇有名气的化学家，对他们之间的争论其他化学家没敢轻易
表态，就连当时已很有威望的瑞典化学家贝采里乌斯也在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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