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地图 | 留言反馈 | 内部网站 | English | 中国科学院

 

首页 | 机构概况  | 机构设置  | 研究队伍  | 合作交流  | 科学传播  | 研究生教育  | 人才招聘  | 党群园地  | 内部邮箱  | 联系我们  

科研成果 

主要研究领域  

概况介绍  

获奖  

论文  

专著  

一期工程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国家
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 

站内检索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队伍 

专家类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物理学史  

简历：  

个人简历： 

民族：汉     籍贯：安徽     出生年月：1964年4月  

现在职务：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与西方科学史研究室副主任 

职称：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西方物理学史    科学技术史  

学习经历： 

1980年9月-1986年7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 

空间物理专业·理学学士 

1986年9月-1989年7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 

自然辩证法专业·哲学硕士 

1989年9月-1992年7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近现代西方物理学史专业 

1993年11月 博士论文通过答辩 

1994年6月 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92年7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94年6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96年2月-1997年1月 英国剑桥大学纯粹数学和数理统计系 

王宽诚教育基金普通访问学者 

1997年4月-1998年5月 本所物理化学史研究室副主任 

1998年6月- 本所中国近现代和世界科学史研究室副主任 

1998年10月-11月 英国皇家学会学术访问者（Scientific Visitor）  

1998年12月- 科技部中国-葡萄牙科学历史中心研究室主任 

社会兼职： 

1995年5月-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 

1996年9月- 英国数学史学会会员 

 



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 

《历象考成后编》与牛顿的月球运动理论（NSFC数理学部青年基金） 

《澳门在中葡科技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与独特作用》（中国-葡萄牙科学历史中心项目） 

主要科学研究工作和已取得的主要成果： 

    1993年11月论文答辩之后，数年来致力于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力学思想的研究。1997年4

月，开始涉及我国清代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的初步研究。 

    目前，在"关于牛顿引力平方反比定律的系列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下：牛顿是根据"(1/2)R公式"和推

广的伽利略落体定律、再结合开普勒周期定律，于1669年前推出圆轨道上的意向力(conatus)平方反比关系；

牛顿首次证明椭圆轨道上引力平方反比关系的重要文稿--《论椭圆轨道》原始手稿的成文时间是1680年。牛

顿先后给出四种相关的证明引力平方反比定律的方法：1680年的偏离量关系和比例方法、1687年《自然哲学

之数学原理》所仅用的线形动力学比方法、90年代手稿中的比较动力学方法和圆周动力学比方法(后三种方

法"并列"在《原理》1713年第二版中)，由此勾画出牛顿力学思想发展的一幅动态图像。牛顿在不同历史阶段

所给出的、与"向心力"有关的数学表达式，体现了牛顿数理思想的简单性原则；牛顿在1670年建构的有关曲

率半径的微分表达式、1685年表述的运动合成平行四边形法则，是牛顿数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在"关于《历象考成后编》的初步研究"方面，已发表专题论文4篇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清乾隆七年

(1742年)颁行的时宪历以雍正元年癸卯(1723年)为元，史称癸卯元历(1742-1911年)，其中引用了牛顿的月球

运动理论。 "癸卯元历"以33年为周期来设置闰年，即第1-28年每4年设1闰、第29-33年的第5年再设1闰，33

年共设8闰；折合1回归年为365.24242424日，比现行的格里高利历还精确；"癸卯元历"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

世界上又一颇具特色的历法。首次译解出《历象考成后编》中重要的天文概念--"均数"的数值表达式： 

  

    论文--《钱临照与中国科技史》着重于探讨钱临照先生与中国科学史的关系，论及他关于《墨经》

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宇宙理论评述》和世界物理学史的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的工作。Newton 

in China指出：中国不仅收藏有非常珍贵的牛顿原版著作，如《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拉丁文第三版(1726

年)、光学拉丁文第一版(1706年)和第三版(1719年)，而且在本世纪内发行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原理》(1931

年文言版、1987年蒙文版、1992年语文版)；论文还探讨了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初步肯定了中国古

代天文观测资料于牛顿-哈雷彗星理论的修正(1750's)可能起到的作用，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学者在牛顿研

究领域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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