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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见证了物理学无与伦比的进步。
如果说，前半叶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主导，那么毋庸置疑，后半叶的明星就是粒子物理学。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由这些粒子及其所遵从的规律决定的。

本书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丁纽斯?韦尔特曼的科普代表作，作者用生动通俗的
语言描述了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那些优秀的物理学家们工作和生活的趣事，带我们走
入奇妙的粒子物理世界，也让我们距离神奇宇宙的最终谜底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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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丁纽斯?韦尔特曼，1931年生于荷兰瓦尔威克，毕业于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起初，他是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成员，后来成为乌德勒支大学理论物理学教
授。
他和他的学生霍夫特一起发展了规范理论的数学形式。
1977年，他导出了一个能给出顶夸克质量预言的方程。
1981年，他接受了密歇根大学的职位。
退休以后，他回到了荷兰。
顶夸克于1995年在费米实验室被发现，它的质量与所预言的一致。
1999年，为表彰霍夫特和韦尔特曼“阐明物理学中电弱相互作用的量子结构”所作出的贡献，当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授予给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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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能超过光在这种介质中的速度，结果产生和音爆类似的光学效应。
粒子把扩张的光锥丢在了后面。
这种辐射以发现它的俄国物理学家的名字命名，称为切连科夫辐射。
切连科夫辐射的光通常是淡蓝色的，在观察重水核反应堆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
辐射光光锥的张角依赖于粒子的速度比在那个介质中光速大多少，因此可以用于精确地确定粒子的速
度。
我们用光电倍增管来观测切连科夫辐射。
 中性粒子（光子、中子）自己没有电离的轨迹，因此只能间接观测。
光子是通过它们在物质中产生的电子一正电子对来观测的。
参与强相互作用的中性粒子（如中子）通常会与核子快速碰撞（核子常常会碎裂），从而产生一些带
电粒子，甚至是核碎片。
最后，中性（或者带电）粒子可能不稳定并衰变，假如衰变产物带电就可以被观测到。
 让我们总结一下几种不同的方法。
 高速运动的带电粒子使物质电离，这种扰动可以用几种方法来观测。
盖革计数管，威尔逊云室，气泡室和火花室都可以。
多丝正比室可用于观测从原子中被击出的电子所产生的电子簇射。
 带电粒子可能会激发特定的分子，当这些分子退激发时会发光。
闪烁计数器的工作就是基于这一原理。
 高能带电粒子经过介质的时候会发射出光，就如同飞机超音速飞行会产生音爆。
切连科夫探测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低能光子和物质碰撞，使得电子被击出。
就像石头扔到水中，溅出水滴一样。
这种现象称为光电效应，光电倍增管就用于研究这个机制。
不过仅有低能光子（可见光和紫外光）可以用这种方法观测。
 中性粒子是间接观测的。
光子可以间接观测是因为光子经过核子时产生电子一正电子对。
中性粒子也可能和核子碰撞，从而击碎核子产生带电的碎片。
_些中性粒子不稳定，可能衰变到可观测的带电粒子。
 除此以外，我们也提到如今还有半导体条被用于探测带电粒子。
 人类的才智促使我们不停地发明出新的方法来观测通过物质的粒子。
这些方法日新月异。
威尔逊云室、照相乳胶和气泡室这些曾在实验室居主导地位的方法都已经被淘汰；今天，闪烁计数器
、火花室和多丝正比室才是探测器的主流。
气泡室和火花室拍摄下轨迹的照片，至少是直观和富有启发性的。
而多丝正比室把结果直接输入计算机，在某种意义上倒不那么直接了。
今天的实验几乎都是靠计算机来处理的。
悲观主义者认为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将会直接给出结果，或干脆把结果传送到别的计算机。
这种观点完全低估了人类的智慧以及人类对知识的驾驭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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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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