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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物理学》书评

.）- 《物理》编辑部代理发行此书，具体事宜可参见《 物理》/001 年

第 . 期第 23 页或访问网站 %%%& %’()& *+& +,

- - 由德国物理学会原著，中国物理学会组织翻译

的《新世纪物理学》.）一书，已在今年初由山东教育

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 /00/ 年 .0 月德国物理学会编著的《 物

理学———物理研究：课题，重要性和前景》一书（ 英

文版）的中文译本& 德国物理学会为纪念量子物理

学诞生 .00 周年（/000 年），组织专家编写了此书的

德文版& 第一版（/000 年）和第二版（/00. 年）发行

后均很快脱销& 德国物理学会又让该书编委会组织

出版了第三版和英文版& 第三版是在第一、二版的基

础上，对内容进行了扩充，并译成英文& /004 年德国

物理学会将 /00 本英文版书赠送给了中国物理学

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领导和专家阅过此书后，认为其

内容也非常适合我国的物理学工作者、物理教师、学

生以及所有关心物理学的社会各界人士& /003 年是

世界物理年，也是普及和宣传物理学的最好时机& 中

国物理学会决定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发行& 德国物

理学会对此极为支持，和中国物理学会签订了备忘

录，转让了该书的中文版权&
这本书是涉及整个物理领域的一本非常好的高

级科普读物& 其特点是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全面、概

括、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代物理学的各个方面& 全书

分为 5 章，近 4/ 万字，论述了物理学的定位、特点、

作用以及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物理学的历史、现

况和未来；物理学各主要分支领域的新进展及发展

趋势；物理学在汽车工业、医学、能源和半导体领域

的应用和展望；德国各层次物理教育的状况、存在问

题和德国物理学会的建议；德国主要物理学研究机

构的情况和物理工作者在各类机构中的分布；德国

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大型设备及国际合作在物理学

研究和发展中的重要性&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图文并茂，书中收集了相当

多的图片和图表（ 共约 /00 幅，大部分是彩图）& 它

们不仅给出了大量的数据，介绍了相关的物理原理，

也收集了许多反映物理学新进展的图片&
本书的第一章是前言，说明“ 什么是物理学，研

究物理学的目的何在”&“ 物理学是基础性、富有成

果且包罗万象的学科& 物理学家运用实验方法和数

学方法，尽可能严格地揭示自然规律”&“ 在物理学

中纯粹的研究及其应用是密不可分的& 没有纯粹的

研究，就没有新知识的产生，文化和文明之花将凋

谢”& 文中提到“/0 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 /0 世纪纯

粹物理学研究的成就的确增进了人类对自然界基本

规律的了解，其深度和广度哪怕在 30 年前都是无法

想像的”&
第二章由 4 个论题组成，第一部分介绍物理学

的定位、性质；物理学的简要历史回顾和未来物理学

中令人激动的领域的举例& 物理学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基础性的自然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技

术的基础&“ 物理学对其他学科有着深远的有时甚

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物理学的实验设备，实验的及理

论的方法的发展成为众多别的学科及其持续发展的

基础& 物理学研究因而成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各

学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曾经是并且仍将是基

于现代技术之上的经济发展的特别根基”&“决定性

技术的突破常常来源于一些物理学研究的成果& 后

者的初始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应用& /0 世纪的革命性

技术发展通常得益于与基础研究、新的实验方法和

理论方法的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其中绝大部分技

术发展都是基于物理学”& 书中写道：“/. 世纪之初，

物理学家关注物理、化学、工程学和生物学中的基础

问题，尤其是对生物学的关注越来越多”& 未来物理

研究中令人激动的领域非常多，例如，相干物质波及

其与其他物质以及光相互作用的研究；制备、探测和

研究仅有几个原子或分子组成的细小结构及其应用

技术；用数学物理方法分析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和结

构形成过程；高温超导研究；国际合作的可控核聚变

研究；用星载 6 射线望远镜扫描太空；用地下探测

器分析中微子流；了解宇宙的基本结构和对自然界

的几种基本力进行统一描述；光合作用的研究等，总

之物理学的发展势态是“蓬勃向上，充满朝气”&
第二部分强调物理教育的重要性，提出“ 坚实

的基础物理知识对于其他学科（如数学、化学、生物

学、医学、工程科学）是必不可少的& 即使在哲学、认

识论、科学理论、经济和金融研究领域，物理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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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和概念的知识也非常重要”-“只有提供普通

教育的学校，才能大规模地传授物理学基础知识- 对

许多青年人来说，学校是唯一可以让他们探讨物理

问题的地方”- 这些话，对我国中学里的物理教育，

应当起到促进的作用-
第三部分谈及物理学家的道德原则和责任- 物

理学家因为拥有知识和洞察力，对人类生活的诸多

方面有着特殊的责任- 在保护自然和环境方面，责任

更为重大- 物理学家应当发挥学术自由，无论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都必须诚实和正直，拒绝科学中的不端

行为，谴责造假、剽窃和篡改数据，参与批评并接受

监督和检查-
本书第三章的题目是物理学是基础研究，这一

章介绍物理学各主要分支领域的新进展，依次为天

体物理和宇宙学、基本粒子和原子核———空间和时

间、能量和物质的基本结构；原子、分子、量子光学和

等离子体———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凝聚态物理

———从基础研究到未来的技术；自组织和结构的形

成———普适的原理；物理学和生物学———生命的物

质结构及基本过程；物理学和地球系统———地震、海

洋、气候和环境；物理学与数学———自然之书用数学

的语言写成- 这一章的内容占了全书的 # 4 5，涵盖了

物理学的主要分支领域和交叉领域，都出自在这些

领域第一线工作的专家之笔- 取材比较新（ 到 $%%6
年），所配的图也大多取自发表不久的文献- 物理学

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很难有人非常熟悉它的

全貌及它的每个分支和交叉领域的发展状况- 物理

学作为统一的整体，每一代物理学家都应当对物理

学主要分支的基本原理进行一次再学习- 这一章就

为工作在物理学各分支和交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

其他想了解当物理学的发展整体状况和各分支交叉

领域进展的人提供了非常适合的教材- 我在上世纪

&% 年代的大学里，曾学习过原子核物理课程，在以

后多年工作中很少涉及这一领域，这次看了这一章

的原子核一节，感觉和过去学过的内容相差太大了-
这里一开始就讨论质子和中子内的电荷分布，实验

也进入了“高能”的范围，“原子核物理”好像又得从

头学起才行- 校对过这一章相关内容的专家们对这

一章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
本书的第四章介绍物理学在汽车工业、医学、能

源和半导体技术领域的应用，这只是物理学在工业

和技术领域广泛应中的几个例子- 作者希望通过这

些实例，说明物理学对工业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书

中引用了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的一段话：“ 经济学

家指出，大约 $"7 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归因于

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引导的科学突破- 这个数字可

能与德国的差不多- 尽管晶体管、计算机、激光和核

能不仅基于量子力学，但没有量子力学他们是难以

想像的”-
汽车中的物理学一节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用电

子稳定系统防止汽车拐弯太快时的突然变向，其核

心技术是用大量物理学方法来优化速率传感器- 另

一个例子是汽车内燃机的高压直接柴油注入技术-
由于注入和燃烧过程性质复杂、靠分步优化的实验

过程极耗时间和精力- 依靠对内燃机内所发生物理

过程和化学过程的认别，建立起反映实际过程的模

型，通过对各种复杂现象的计算和模拟，才有可能解

决主要难题，提高内燃机功率、效率和降低污染物的

排放-
医学中的物理学一节有三个例子，一个是基于

物理原理的医学成像技术，物理研究对核磁共振成

像的最新贡献是氦 " 谱仪，使用自旋极化的氦 "，人

们首次观察到肺部换气时的详细图像，可以分辨正

常的胞状组织和病变组织，并诊段肺部主要功能- 另

一个是医学中的激光技术，激光可以用于所有的外

科手术，激光的波长决定开刀过程中组织是否凝聚-
使用激光的手术时间要比传统的外科方法短，使患

者的痛苦减小，治疗费下降和康复时间缩短- 激光还

可以修正角膜，较正视力- 第三个例子是用重离子加

速器治疗肿瘤，由加速器出射的重离子可以破坏体

内的肿瘤组织，而不会过度地伤害所经过的健康组

织层- 这比 8 射线破坏肿瘤的方法要先进-
能源技术中的物理学一节也有三个例子，一个

是通过物理和技术创新来降低太阳能电池的成本；

另一个是高温超导材料在电力电缆、变压器、电动机

等能源技术设备中的应用；第三个是核聚变作为解

决人类未来能源问题的途经，通过这三个例子，可以

清楚地看到物理学在应对人类能源需求挑战方面的

重要作用-
半导体技术中的物理学一节主要介绍半导体微

芯片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在纳米尺度范围，量

子力学效应起着重要的作用- 要保持微芯片技术的

持续发展，需要解决新纳米器件的开发，创新的电路

和系统技术，生产过程中的在线检测、控制以及工艺

过程的模拟等相关问题- 分析表明，当晶体管结构尺

寸为 6%39 甚至更小时，:;<=（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

导体）工艺仍然适用- 实验已经证实纳米碳管可以

承载比铝更高的电流密度，还可以呈现半导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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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学中用的所有元器件都已经用纳米管的形式

实现了，有可能在器件和布线中使用碳纳米管& 作者

预测，在本世纪里，信息与通讯充满人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纳米技术是起决定作用的基本技术之一，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日用品具有计算机智能和通讯能力&
分布式电子智能装置将安装在衣服上，家庭用具和

汽车里& 语言认别与输出，以及手势和面部表情的认

别将改变目前的人 . 机界面，实现人 . 计算机协作&
软件代理商和服务机器人将知道客户的喜好；翻译

程序将实现真正的全球通讯；多媒体通讯将会普及；

各种传感器可以监控人体的各种功能和智能房屋的

状况& 所有这些进展的原动力，就是几乎看不见的纳

米芯片和半导体纳米结构物理学&
第五章的题目是“ 物理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部

分，是技术的基础”，本章第一节讨论物理学和文

化，“物理学具有所有科学的文化特征，同时也是作

为构成现代社会本质的技术文化的基础，物理学在

所有学科中居于首位& 没有物理学，就没有技术，就

不能在空间和时间范畴上来描述物质世界的构造体

系”& 第二节论述物理学的历史，简要介绍物理思想

的历史发展，并指出“在最近的发展中，物理学与其

他自然科学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鉴于物理学是作

为世界形成概念的无可争议的原始学科，等级关系

就日益地被合作关系所取代“ & 第三节讨论交叉学

科与物理学的未来，”在物理学未来的发展中，两个

方面可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最需要研究的重要

问题和研究项目将是关于交叉学科的，而要从事这

样的研究，必须具备多领域、多学科的技巧和能力&
其次，交叉学科在未来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它既

能激发“旧的学科，又能使之完善并紧密联系在一

起”&“从既定的各研究领域和学科把专家召集到一

起来研究一个新的复杂的问题，十分有效”&“ 交叉

学科的研究工作要取得成功，其必须前提就是要有

很强的学科参与意识& 鉴于物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

囊括的内容之广泛，物理学是其他学科的理想伙

伴”&“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与物理学相结合必将

构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物理学将仍然是自然科学理

论和方法的基础”&
第六章谈物理教育，包括德国中小学中的物理

教育和德国大学的物理教育& 我从事物理教育的时

间较少，没有资格评论& 德国物理学会对德国物理教

育非常重视，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也做过

许多实际工作改进和提升德国的物理教育& 中学和

大学的物理教师应能通过中德物理教育的比较，得

到有益的启示&
本书第七章的题目是物理学者的工作岗位和工

作方式& 第一节介绍德国物理工作者的职业领域& 据

/012 年的统计，德国物理学者大约 / 3 4 从事研究和

教学工作，5 3 4 在工商界& 研究机构中，具有博士学

位的占大多数，而在工商界只占少数& 年轻的物理学

者广泛地分布于德国制造业各部门，如电气工程和

软件业、化学工业、医疗技术、光学和激光产业，机械

工程和工程办公室等部门& 在服务业中，商业顾问和

金融机构明显居于雇用公司的首位& 5666 年 7 月有

/45 名物理学者受聘为 8+9),:;< 德国公司顾问，该

公司在德国的各部门中有 /7= 的顾问具有物理学

博士学位& 商业顾问并不是物理学者的传统职业& 但

是，给苛求的客户提供建议，物理学者具有一定的优

势，他们精通于处理复杂的问题，容易被有技术需求

的客户所接受& 当然，不是每一个物理学者都可以成

为高级管理顾问，都适合顾问工作& 需要的是性格外

向的分析家，他们要喜欢与人打交道& 统计表明，未

来物理专业学生将有好的就业机会&
第二节介绍德国的物理研究单位，包括 70 所有

物理专业的大学，由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亥姆霍兹

中心、莱布尼兹研究院、夫琅和费研究院和部级研究

机构（如柏林的联邦材料研究和测试研究所、柏林

的联邦物理和技术研究所）组成的政府研究机构和

工业界（主要指大公司的研究机构）& 其中对上述的

几个著名的政府研究机构的任务、规模，其中物理学

者的人数和物理研究的情况都有简要的说明，这对

于想了解德国物理研究机构和分布的人具有参考价

值& 过去 56 年中，全世界范围内（ 包括德国）工业界

在物理学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工业界主

要在产品开发方面集中注意力，在物理学的基础研

究方面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节说明物理研究需要大规模的设备，特别

在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天文学与宇宙学领域，更是如

此& 在原子、分子、固体物理等方面，大型设备的利用

也很重要，可以揭示那些没有大型设备就无法看到

的东西& 大约有 / 万名科学家在使用德国的大型设

备，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国外& 其中一个重要的使用

群体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不仅可以学习应用大

型设备了解有意义的科学问题，也会了解最新的技

术，团队协作和国际合作& 本节也介绍了一些大型设

备和要研究的物理问题相关性&
最后一节谈及物理学的国际性& 物理学本身没

有国界，它的规律适用于整个地球和宇宙，而且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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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方法也是公开的- 德国物理学会认为，冲破对物

理学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的束缚是很有必要的，它

可以确保德国科学家在海外获得经验，从而促进科

学进步和发展高标准的现代技术- 德国的物理研究

领域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科学家，洪堡基金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 45’$ 年设立以来，洪堡基

金所资助的人员中近 4 6 7 是物理学家- 德国物理学

会举行的会议也因国际参加者而受益匪浅-
第八章是本书各章节作者的名单，第九章是本书

编委会成员名单和英文版翻译者名单，也介绍了本书

的编撰过程- 本书还有 " 个附录，分别是德国大学物

理专业学位课程时间表，德国物理专业情况统计和英

国妇女在物理学领域从事学习和教学的比例-
这本书很值得我国的物理工作者、物理教师、大

学物理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与物理相关专业的

人员以及物理爱好者认真读一读-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聂玉昕

$$$$$$$$$$$$$$$$$$$$$$$$$$$$$$$$$$$$$$$$$$$$$$
）

·读者和编者·

涉及论文抄袭问题的两封信

编者按! ! 本刊读者反映：《物理教师》$%%7 年（ 第 $# 卷）第 & 期发表的杨发文和顾尧的文章《 多普勒和多普勒效应溯

源》一文与本刊 $%%" 年（第 "$ 卷）第 ’ 期发表的《多普勒和多普勒效应的起源》（作者：刘战存）一文几乎相同，存在抄袭

问题- 本刊编辑部经核实后，致函《物理教师》编辑部，希望他们尽快调查和处理-《物理教师》编辑部调查处理后，已发函

本刊编辑部- 现将本刊编辑部 $%%# 年 4% 月 4" 日发给《物理教师》编辑部的信和《物理教师》编辑部 $%%& 年 " 月 4& 日致

本刊的信，在本刊发表- 希望本刊读者和作者在遇到类似的学术不端行为时，及时和我们联系，共同维护科学道德-

《物理教师》编辑部：

您好！

来信有一事希望得到你们的意见- 贵刊 $%%7
年第 $# 卷第 & 期发表了杨发文和顾尧同志写的

文章《多普勒和多普勒效应溯源》，有读者来信指

出，该文与我刊《物理》在 $%%" 年第 "$ 卷第 ’ 期

发表的《多普勒和多普勒效应的起源》（ 作者：刘

战存）几乎雷同，有抄袭嫌疑- 经过我刊编辑部核

实，发现杨、顾二人的论文与本刊发表的刘战存的

论文相比，文章的层次结构、小标题、文字部分几

乎完全相同，只是最后一部分删掉了一些，参考文

献改了两篇，没有改的书写格式都一样- 杨、顾二

人的论文发表时间晚，因此我们认为该文存在抄

袭问题- 这种行为侵犯了本刊和作者的权益-
我们希望贵编辑部能尽快对此事进行调查，

做出适当的处理意见，并通知我编辑部- 我刊将视

处理意见的情况，保留处罚的权利- 希望得到贵编

辑部的支持，共同维护科学道德-
致

礼！

《物理》编辑部

$%%# 年 4% 月 4" 日

《物理》编辑部：

收到贵刊来函，反映江苏省扬州教育学院高

邮校区教师杨发文同志在《 物理教师》$%%7 年第

$# 卷第 & 期发表的《多普勒和多普勒效应溯源》

一文是抄袭《物理》杂志已刊登的文章- 本刊编辑

部高度重视此事，我们立即与杨发文同志取得联

系，问询有关事由，并责成杨发文同志向《 物理》

编辑部和被抄袭作者做出书面道歉，以求得贵刊

的原文作者的谅解- 我们对杨发文同志也做出了

严肃批评和处理，我们认为杨发文同志属剽窃他

人作品行为，有违《 著作权法》和教师的道德，原

文作者有进一步追究的权力- 本刊编委会决定两

年内不再刊登杨发文同志的文章，以示处罚-
! ! ! ! ! ! 顺颂编安！

敬礼！

《物理教师》编辑部

$%%& 年 " 月 4& 日

·!"#·

书评和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