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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与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 

杜祥琬院士 

  在现代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基础性很强的物理学和应用性很强的工程技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

它们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刻的相互作用。物理学对许多工程技术领域的开创起着先导、引领

的作用,而工程技术不仅直接地创造生产力,而且反过来开拓、深化了物理学研究的领域。能源工程技

术与物理学的关系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面对我国的能源问题,需要大力节能,以控制能耗的总

量；需要大力发展洁净新能源,以改善能源结构；需要积极推进传统能源的洁净化，以减少污染；需

加强能源资源勘探,以开发潜在能源。在所有这些方面,物理学的应用都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 

  1 原子核物理学与核能工程 

  1905 年爱因斯坦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中,提出了高速运动下的相对性理论,提出了四维

时空的新概念；作为相对论的一个推论,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质能关系及著名表达式E = mc2 ,开创了

原子核物理和核能应用的新时代。在此之前,19世纪末,相继发现了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在此之

后,1911年卢瑟福提出了原子的核式模型；1913年玻尔完善了原子结构理论；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

中子；同年,海森伯和伊凡宁柯分别独立提出了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模型；1934年约里奥- 居

里夫妇成功地用人工方法产生了放射性同位素。经过科学家们几年曲折的研究和严谨的分析,1939年

初,宣布了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在中子轰击下的铀核裂变以及梅特纳和弗里什的理论解释。对核结

构和核质量的研究,导致了人们对原子核结合能随原子量变化规律的认识: 当一个重核分裂成两个中

等质量的核时,会释放能量；释放能量的大小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估计,E =Δmc2,Δm 即裂变或

聚变反应时原子核质量的变化,称作质量亏损,而一次核聚变时放出的能量要比核裂变时大4倍以上。 

  这些原子核物理的发现,奠定了裂变核能与聚变核能应用的基础。而核能应用的实现还必须进一

步解决一系列应用物理学和工程技术上的问题。 

  在突破了核武器技术之后,遂开始把核能引向和平利用的方向,作为洁净的能源,为人类造福。目

前已做出实际贡献的核能是基于核裂变反应堆的核电站。在我国目前主要是压水堆(PWR)核电站。核版权所有 2006©上海交通大学 能源研究院  沪交ICP备05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