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新知丛书 14

奇妙的微观世界

王德云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妙的微观世界 /王德云编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3
( 科学新知丛书)
ISBN 978 － 7 － 80723 － 096 － 0

Ⅰ．奇… Ⅱ．王… Ⅲ．微观粒子 －普及读物
Ⅳ． O572． 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032566 号

科学新知丛书
奇妙的微观世界

编 著 王德云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 /32
印 张 135
字 数 200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23 － 096 － 0
总 定 价 336． 00 元( 共 20 册)

远方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内容简介

探索微观世界的奥秘，既是个古老的话题，又是当

今重要的前沿课题。２４００多年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

辛勤工作，微观世界绚丽多姿的画卷已展现在世人

面前。

本书按照人们探寻微观世界的历史进程，依原子、

原子核、粒子３个层次，由大到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

逐渐展开，让读者领略微观世界的奥妙，感受人类在认

识微观世界中的坎坷历程，学习众多科学工作者孜孜不

倦的探求精神。

本书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身，文字通俗易

懂，图文并茂，适宜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人员阅读，对于中

学教师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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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未来的时代航船已经启动！

《科学新知丛书》是作者们怀着美好的祝愿和殷切

的期望，献给未来的主人———广大青少年的一份珍贵

礼品。

青少年朋友们，你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

达、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速

度之快、规模之大、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都是过去任何

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人，要

想胜任驾驭时代航船的重任，就必须把自己培养成掌握

丰富科学文化的创造型人才。

“才以学为本”，学而有进，不学则退。文化科学素

质的提高是以科学知识的学习为重要前提和阶梯的，自

然科学知识是创造型人才优化知识结构中极其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

畅游，去采撷知识的浪花。

《科学新知丛书》是针对青少年增长知识、发展智力

的需要，在中学生已有课内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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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和延伸，广泛吸收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当代各种高科技发展的新成

果而精心编写的一套综合性课外读物，旨在以高密度的

基础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科技知识武装青少年的头

脑，使广大青少年紧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综合

地、整体地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水平，

为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铺垫深厚

的知识功底，培养热爱大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科学意识，

激励好奇心、惊奇感、探索欲望和创新精神，学习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以达到开阔

视野、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发展智慧的目的。

《科学新知丛书》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图文并茂，形

式活泼，文字生动流畅，论述通俗易懂，有很强的可读

性，是一套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高度统一的精品科普

读物。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青少年成长途径中的良

师益友，帮助青少年朋友“站在巨人的肩上”，迅速成长

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杰出人才。

愿你们驾驭着时代的航船，频频闪射出科学创造的

眩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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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王德云

茫茫环宇，寥廓江天；日月星辰，沧海桑田。这便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无限

的。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认识它，改造它，一直对这个世

界进行着无穷无尽的探索，大到天体、宇宙，小到原子、

粒子。其中一个重要的探求领域，便是对物质微观世界

奥秘的揭示。

什么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基本单元呢？这个赋有

神秘色彩的，但又十分诱人的课题，自古以来众多的科

学工作者，为了揭示物质世界的组成、探索微观世界的

秘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就

有４０多人。许多耐人寻味的人与事，永远值得人们回

忆和赞颂。

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与探索并非一帆风顺，可

谓举步艰难，历经坎坷。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

又一代人的辛勤努力，微观世界一幅幅美丽的图景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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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人的面前。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大千世界五颜六

色，绚丽多姿；而微观世界更是奥妙无穷，趣味横生。

本书按照人们探索微观世界的历史进程，由大到

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逐渐展开。让读者随笔者一同

领略微观世界的奥妙，感受人类在探索微观世界中的坎

坷历程，学习众多科学工作者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

从前人那里发现智慧，从前人那里受到启迪，这对

我们，尤其是对青年一代是非常有益的。这正是写这本

书的目的所在。

当读者漫游微观世界的时候，这本书希望能起个引

导的作用，使读者对奇妙无穷的，然而可能还比较陌生

的微观世界有个粗浅的了解和认识，笔者的心愿也就达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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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原子学说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宋代朱熹这首《春日》诗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

幅绚丽多姿的大自然的画卷。苍茫大地，江河横流，万

物峥嵘，一派生机。正是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给人类

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追求与探索。什么是构成大自然的

基元？这千姿百态变化的根由是什么？物质微观世界

是怎样一种图景？……这些疑问一直是古今人们关于

这个客观世界的最诱人的话题之一。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人们曾有过许多美好的臆想。

众说纷纭

早在３０００多年以前，我国的殷商时期，人们就将

天、地、山、泽、水、火、风、雷这８种物质形态看作自然界

运动变化的基本要素，称之为“八卦”。《易经》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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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就是天地未分之前的状态，

太极生天地，天地生太阳、太阴、少阳、少阴，由这４者再

演变为代表阴阳成分不同的８种抽象形态，即乾、坤、

震、巽、坎、离、艮、兑。

公元前７００多年的西周末年，盛行“五行说”，认为

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５种最基本的形态。

战国时期，李耳———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用

“道”的观念统一宇宙万物。他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认

为，只有阴阳二气的统一，才能调整宇宙万物。

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墨家，把组成物质的不可分割

的最原始的东西称为“端”。《墨经》中记载：“端，体之无

序而最前者也”，“端，无间也”。意思是说，一个端里，没

有共同的东西，自然不能再分割了。因此，在墨家看来，

“端”即为物的初始。

战国时期，名家则称为“小一”。名家代表人物惠施

（约公元前３７０—前３１０年）指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

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意思是说“小一”这东西不再有内，

自然也就无法再分了，“小一”便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

儒家名篇《中庸》明确指出：“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莫能破”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

西方一些自然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五花

八门的。希腊的泰勒斯（公元前６４０—前５４６年）主张水

元素说，他认为“水是万物之母”。也有人主张火元素

说、气元素说等。古代的巴比伦人和埃及人认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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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土为宇宙万物的３种本原。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４９０—前４３０年）提出“四根”说，认为土、水、火、气是物

质的４种基本元素，它们相互组合，而且不生也不灭。

古代的这些自然哲学家、思想家对于问题的回答，有一

个共同的基础，他们都是以物质为依据来认识自然、理解自

然、研究自然的组成，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古代也有一些哲学家，把世间万物的形成归于上

帝。以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前３４７年）为代表

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万物来源于神，上帝创造了世界的

一切。他们强调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而可感的实物世

界则为第二性的。在柏拉图等人看来，实物仅是理念世

界的影子，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论观点。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年）

虽然不同意这种“理念论”的思想，承认物质是客观实在；

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摆脱神主宰世间一切的思想。他

仍然认为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即脱离物质世界的“自我思

维”的理性。因而，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莫破”质点

公元前５世纪到前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的代表留基

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公元前４６０—前３７０年）提出了

原子学说，被誉为古原子论的奠基者。他们认为，世间万物

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构成物质的不能再分割的基本

单元；构成物质的各种各样的原子，仅仅在形状、大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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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次序上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它们

是永远不变的客体；原子始终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些

朴素的思想便是早期原子学说的萌芽，称为“古原子论”。

如今，人们通常使用的原子一词，就沿用了古希腊的ａｔｏｍｏｓ
（原意是不可分割的）。在古印度，将原子称为ａｎｕ（译为

“微”，意思是“微小”）。

我国学者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年）翻译的《穆勒名学》一书

中，首次把原子（ａｔｏｍ）一词介绍到我国。当时，他把ａｔｏｍ
译为“莫破”，把ａｔ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译为“莫破质点论”。

原子真的是不可破坏、不能再分割了吗？差不多与

建立“古原子论”的同一时代，也有不少人反对这种物质

的原子观。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明确指出，物质是连续

的，是可以无限分割下去的。古希腊的阿那科哥拉也有

着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物质的第一性要素（物的种子）是

可以无限分割的，并且有着无穷的质的多样性。这些要

素以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结合成物质，进而构成了色彩

斑斓的物质世界。

在我国，以战国时期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也是主张

物质无限可分的。名家断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

世不竭。”近几百年来，物理学一直在检验着２０００多年

前提出的这种臆想是否正确。

从公元前几百年到１６世纪末的２０００多年中，社会

在发展，人类在前进，人们对物质微观世界的探索也在

不断地深入。“古原子论”、“物质无限可分”，这些具有

代表性的观点，为近现代人们进一步揭示微观世界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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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奠定了思想基础。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原子学说是近二三百年内才

出现的。１７世纪，原子论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受法

国思想家伽桑狄 （１５９２—１６５５ 年）的影 响，玻 意耳

（１６２７—１６９１年）试图运用物质和运动的概念，对所有的

化学反应和物理性质做出解释。牛顿（１６４２—１７２７年）

全盘接受了这种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物质结构的微粒

说。牛顿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由坚固的、有质量的、硬

的、不能穿透的、不停止运动的粒子———原子所组成的；

原子赋有一种固有的属性———惯性；原子可以结合成物

体，并保持其本身的特性不变；原子不能产生，也不能消

灭；原子不能再分割，永远不会发生变化；各种不同的原

子形状、大小、密度等是不相同的。

１８世纪后半期，法国化学家拉瓦锡（１７４３—１７９４
年）建立了燃烧的氧化理论，倡导化学研究普遍应用天

平，从而使化学研究开始向近代的定量科学过渡。俄国

著名的化学家罗蒙诺索夫（１７１１—１７６５年）在定量燃烧

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质不灭原理的思想。

１８世纪７０年代，通过化学反应前后物质质量的测

定，化学家们发现，化学反应过程中物质的总量始终保

持不变。由此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化学反应中，原

子总数也应该保持不变。

德国化学家李希特（１７６２—１８０７年）从研究酸碱化合中

的比例关系入手，发现了酸碱中和定律，并运用数学方法寻

找其规律性的东西，于１７９１年提出了当量定律。由这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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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人们得到了重要的启示：分子必定是由整数个原子组成

的，在一个分子里不会出现半个原子或１
３
个原子。在李希

特当量定律的基础上，英国科学家道尔顿（１７６６—１８４４年）

通过各种化学反应间定量关系的总结，提出了自己的原子

论。１８０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学会会议上，他作

了题为《论水对气体的吸收作用》的学术论文报告，第一次

阐述了他的科学原子论，并公布了他的一张原子量表。道

尔顿的原子论明确主张：相同元素的原子形状和大小都一

样，不同元素的原子则不相同；每一种元素的原子重量都是

固定的、不变的，原子的相对重量是可以测量的；每一种元

素的原子都是以其原子量为基本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不

仅是化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物理学的史册上，也有着重

要的意义。

总之，在当时一些化学家的眼里，原子最基本的特

征是不变性，原子是不可分割的。

原子是不是物质的最基本单元？原子是“莫破”的，

还是可以继续发割下去，这一争论了２０００多年的问题，直

到１８９７年电子的发现才得出了答案。同时，也标志着人

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现代物理学研究表明，物质的构成分为许多层次，

各层次之间并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彼此存在着质的飞

跃。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差异，才使微观世界呈现出奇

妙无穷的绚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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