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锶原子钟3亿年误差不到1秒 

 

北京时间4月18日消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和丹麦科学家日前联合研制出一款迄今

走时最为精确的原子钟。这种时钟的精度比当前的国际时区校准仪高出2倍以上，每3亿年的误差只有不

到1秒。 

 

研究人员声称，这种最新研制的原子钟比当前国际时区校准系统和卫星系统所采用的计时器要精准

2倍以上。这座锶原子钟现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与以往的其他原子钟一样，锶原子钟也是采用极其

稳定的原子自然摆动原理进行计时。但是，科学家通过将锶原子置放于一束激光束中并将其冷却到接近

零下273摄氏度，他们就可以让原子的摆动更加稳定。因为在零下273摄氏度下，所有物质都已经停止共

振。现在，研究小组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我们希望能够将原子钟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核物理学家简-汤姆森与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了此项研究。汤姆森

解释说，“一个原子通常由一个原子核和数个电子组成，这些电子在以精确的轨道围绕原子核进行运

动。如果将一束激光聚焦于原子之上，我们可以使得这些电子在运转轨道之间以精确的线路来回摆动。

这就是原子钟的钟摆原理。”尽管这种精确度的提升幅度可能仅仅是一秒的数分之一或是短短的一瞬

间，但这一瞬间的改进却在超远距离测量等领域中有着极大的应用潜力。例如，在测量太空中两个遥远

星系之间的距离时，一瞬间可能意味着很长的距离。 

 

研究人员介绍说，1963年13届国际计量大会决定，将铯原子Cs133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辐

射震荡9192631770周所持续的时间为1秒。这一时间定义一直延用至今。目前国际社会参照的时间是格

林威治标准时间。在英国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有一个国际标准时中心，通过天文观察恒星，校准标准时

钟，作为世界标准时。石英的振荡是衡定的，利用此原理制出了石英钟，主要部件是一个很稳定的石英

振荡器。将石英振荡器所产生的振荡频率取出来，使它带动时钟指示时间这就是石英钟。在英国的格林

威治天文台，有一个国际标准时中心，通过天文观察恒星，校准标准时钟，作为世界标准时。此钟设在

一恒温、恒湿、防震的地下室，目前的英国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石英钟能准确到几十年不相差一秒。 

 

原子钟是目前最为精密的计时仪器，常用铯原子的能级跃迁振动频率来制造。对于大铯钟这样的超

级精准时钟，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时频实验室拥有，而且，有的还不能长期可靠地工作。但是，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没有大铯钟的实验室也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尺度。其方法是：用多台商品型铯钟构成平

均时间尺度。通常情况下，一个实验室的小铯钟数量越多，那么其时间尺度的稳定性就越好。有了这样

高稳定度的时间尺度，也可以满足国防、科研和航天等方面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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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时间测量的精度一直在不断提高。1350年，第一座机械闹钟诞生在德国。1583年，伽利略发

现单摆的摆动周期与振幅无关，这是时钟历史上的一大进步。1656年，荷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惠更斯提

出了单摆原理并制作了第一座自摆钟，从此，时钟误差可以秒来计算。到1762年，最好的机械表已经能

够达到每3天才差1秒钟的精度，但在航空、航海和物理学研究领域还需要更精确的计时。1945年，美国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拉比提出用原子束磁共振技术来做原子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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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研制出激光时钟 20亿年误差不到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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