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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核时代的序幕

１８３６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在研究稀薄气体的放电

时，发现了一种绚丽的辉光。

后来，物理学家们重做试验也发现了辉光现象，因

为它从阴极射出，就称其为 “阴极射线”。

１８９５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对阴极

射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一天，伦琴继续在做他的实验。当他把荧光板靠近

玻璃管的铝窗时，认为玻璃管内的亮光会影响对荧光板

的观察。他就找了一张包照相底片的黑纸，将玻璃管包

住，使玻璃内的亮光透不出来。

伦琴操作时发现，当把荧光板靠近玻璃管的铝窗

时，荧光板上就发出微弱的亮光；当距离稍远时，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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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就不发光。

继而，伦琴换上没有铝窗的玻璃管。按平常的程

序，他将玻璃管包好，打开开关，伸手拿起桌面上的荧

光板。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大为惊讶的现象：荧光板的

边缘上发现了局部手骨的影子。

伦琴额上冷汗顿出，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在做实验，

还是出现了幻觉。

伦琴毕竟是科学家，绝不会放过这稍纵即逝的奇特

发现。于是，他索性将手放在荧光板后面，结果，荧光

板上出现了完整的手骨影子。

这是事实，但过去并没有见过这样的报道。

第二天，伦琴集中精力重新思考这一新的发现。因

为它能穿透玻璃、遮光的黑纸和人的手掌，其能量是很

大的，而阴极射线不可能穿透玻璃，这或许是一种人们

未知的射线。

于是，他为了弄清射线的性质，又做了一系列的

试验：

用一块木片放在玻璃管和荧光板之间，荧光板

发光；



核能史话

３　　　　

用块铁板放在玻璃管和荧光板之间，荧光板上只剩

下微弱的一点亮光；

用一块铅板放在玻璃管和荧火板之间，荧光板

无光；

通过试验发现，这种未知的射线能使包在黑纸中的

照相底片感光。

伦琴对这一神奇的现象了解得越来越多，但对它产

生的原因、性质却知道的很少。这使他预感到这是一个

神奇的未知领域，于是，他将这种射线命名为 “Ｘ射

线”。Ｘ在数学里时常代表未知数，Ｘ光也有未知之光

的意思。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８日，伦琴在符茨堡大学医学物理学

会宣读了 《论一种新的射线》的报告，并展示了他夫人

的手骨照片。

１８９６年１月，伦琴关于 Ｘ 射线的第一部专著出

版了。

１９０１年，伦琴荣获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１９０５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放射学会上，正式命名Ｘ

光为伦琴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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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琴射线是在真空中的波长为１０－６～１０－１　０ 厘米的

电磁波。它是高速电子受到激发后产生的。

科学发现是伟大的，它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道

路；但科学家的伟大人格更是科学与社会取得突飞猛进

的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大家看到了Ｘ射线的潜

在价值，当时，一些商人提出以巨款购买专利，被伦琴

断然拒绝。他认为，Ｘ射线是天然存在的，只是偶然被

自己发现了，怎么能作为私产出卖呢？不久，他就公布

了自己的全部研究成果，并参与指导医生进行Ｘ射线的

医用研究。

Ｘ射线的发现，为电子论的创立提供了有力的实验

证据，这是科学上的一次大革命。这一发现不仅为现代

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而且为

普通实用医学和特殊的外科手术提供了价值极高的可靠

工具，比如电磁波的提出和Ｘ光透视机的使用等等，都

要归功于Ｘ射线的发现。

时至今日，Ｘ射线作为一门学科，已经相当古老

了，但它并没有退出科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例如，在研

究天体演化问题时，Ｘ射线分析方法仍旧是天体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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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手中的一个相当有力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特夫茨大学教授 Ａ．Ｍ．马克

与英国电子工程师Ｇ．Ｎ．杭斯菲尔德合作，创造了一

种崭新的医疗上的诊断技术——— “Ｘ射线层析图像技

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 “ＣＴ”。他们二人也因

此而分享了１９７９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自然现象的发现，往往会在

一个乃至几个科学技术领域中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

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伦琴的科学

发现，为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并对他们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为了纪念伦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１９２８年在瑞典斯

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上，把射线的计量单位命名为 “伦琴”，简称为 “伦”。

Ｘ射线的发现对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

影响。由于当时没有人能够解释它的发射机制，因此使

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神秘的射线不能用肉眼

直接观察到，所以一些好奇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提

出；这种射线在其他的一些发光场合下，如在磷光过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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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存在，还是仅仅因为没有测量到而已？

寻找新的 Ｘ射线的活动又导致了法国物理学家亨

利·贝克勒尔对放射性的重要发现，这种性质完全不同

于Ｘ射线，它是人类第一次接受到的来自原子核深处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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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的发现

原子，是构成物质的一种微粒。

原子虽小，可不是实心的。

原子，无论是战舰钢制甲板上的铁原子，或者是金

刚石的碳原子，大部分都是空空洞洞的空间。

原子非常小，是看不见的，一亿个原子排成一行也

不到３厘米长。

有人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如果人和原子一般大小，

一个大头针的针头上就能坐满美国全体人口，而且还剩

有余地，还可坐上几百万人。

那么，原子内部是个什么样子？

在我们的脑海里可以形成这样一幅关于原子的图

像，这看起来就有些像太阳系的图形一样。在太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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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巨大的太阳高悬于空旷的空间。在太阳周围，像我

们的地球、火星以及土星等行星沿着椭圆形轨道，一个

在另一个内侧绕着太阳转动。

在一个原子的中心，悬挂在空旷空间中的是原子

核。其他微小的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沿着椭圆形轨道

转动。

那么，原子核有多大呢？

原子核非常小，甚至于我们很难想像它究竟有多么

小。原子本身就很小，一滴水中就有６×１０２个原子，

如果我们有这样多个草莓，就足以能在整个地球上铺一

层厚达２３米的草莓果。

实际上，原子核只占原子空间的一万亿分之一那么

点空间。

如果原子核的大小与一个草莓一样大，你把它放在

一个大型足球场的中心，即摆放在中线上，原子外围

“行星”，就会沿着轨道在观众们的头顶上，甚至在观众

后面转动而过。

虽然原子核在原子中只占一万亿分之一的空间，可

是它几乎具有原子的所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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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其大小来说，其重量就显得出奇的重。一

枚草莓大的原子核其重量大约为７５００万吨。如果把它

摆在足球场中央，球场地面是承受不住的，它会一直往

下沉压，朝地心沉下去。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一个质子带一个单位

的正电荷，中子不带电，中性。一个电子带一个单位的

负电荷。正电荷、负电荷电性相反，数量相等。

这样，原子的 “太阳”具有正电荷。外围的电子即

“行星”则带负电荷。就整个原子来说，本身是没有电

性的，因为原子核中的质子数正好和外围的电子数是一

样的多，因而电荷平衡。

举个例子来说，钠原子核中有１１个质子和１２个中

子，１１个电子沿轨道绕原子核运转。

电子运行的速度使得它们总是不断地试图往外飞

走，飞离原子核。用一根绳子拴住一重物并以高速转动

它。你就会感觉到重物试图摆脱你处于圆心的手，而向

外飞走。你不得不轻轻地拖住它才能使它沿着轨道运

行。原子核质子电荷的吸引力使得电子保持轨道运行，

正如太阳产生的吸力使地球不致脱离其运行轨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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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带同样电荷的两个物体会相互排斥的话，那么

原子核中的那些质子为什么没有彼此向四面八方飞离开

呢？这就涉及到一个较难的问题了，这正是产生原子能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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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中子

中子，是一种微小的粒子。但它在核反应中，却是

原子枪弹。

如何用中子冲击原子核，这可是科学家们十分迷恋

和探索的问题。

那么，如何用中子来冲击原子核呢？

科学家们用带正电的质子来射击它，质子经过带负

电的电子时，就会被吸过去。当质子接近带正电荷的核

子时，质子又会被推开。

当科学家们用电子射击它时，带正电荷的原子核肯

定会把带负电的电子吸过去。然而，电子太轻了。它们

不能造成足够的损伤。

当科学家们用中子射击原子核时，因中子很重，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