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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力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

随着科学和生

产发展的需要
,

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 它是介于

数学和力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

又是连续统力学的基础

理性力学的产生

任何一种理论
,

它都是对客观世界观察和实验的

归纳
、

总结及抽象的结果 然而
,

任何一种新理论的

诞生
,

都要经历艰难曲折的道路和严峻的考验 理性

力学的产生也是这样
,

在本世纪四十 年 代 中期
,

当

人们试图把以经验规律建立起来的力学理论加以公理

化
,

并对力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严格的数学论证时
,

就

有不少人指责做这种公理化是在作数学游戏
,

而且把

严格化说成是吹毛求疵

早期人们对于经典理论还是很满意的
,

并用经典

理论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例如
,

将近一百年来
,

人

们对线性理论进行过广泛的探讨
,

充分发挥了它解释

力学现象的能力
,

并使它的数学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

地步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人们逐渐认识到经

典理论有它的局限性
,

并且发现在许多情况下
,

线性

理论是完全不对的 例如柱体扭转时为什么会伸长
,

‘

射流在刚离管口处为什么出现径向膨胀现象
,

油漆为

什么总是积聚在搅拌器轴杆周 围致使搅拌效率不高
,

象车胎那样的橡皮制品怎样计算等等
,

面 对 这 些 问

题
,

经典理论无法回答

从小变形理论到有限变形理论
,

人们还可以在经

典理论的框架内进行讨论 本构关系从线 性 到 非 线

性
,

由于问题相当复杂
,

促使大家不得不回过头来看

看理论的基础 之后
,

人们在新的材料和结构中必须

考虑有极的介质
,

非协调的介质
,

甚至要考虑非局部

的内部作用
,

这些内容都已无法再在经典力学的框架

内加以讨论了 而且科学在 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
,

各

传统学科在互相渗透
,

在力学中又提出了 许 多 新 的

问题
,

如力学与热
、

电磁的棍合作用
,

混 合 物 的 理

论
,

这些新的问题只能在更深入地处理力学的基础上

才能加以解决

年穆尼 。。 通过大量实验证实了某 些

类似橡皮的力学性能可用弹性势来描述
,

从而把非线

性弹性理论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

即弹性势的函数形

确多 康志
·

卷 期

式问题具体向前推进了一步
,

同时证明橡皮是几乎不

可压缩材料 年起
,

里夫林 等利用这个

不可压缩条件用半返逆法获得了一系列简单而重要问

题 如圆柱体扭转
,

立方体弯曲等 的精确解
,

把这些

解与橡皮的实验作比较得到了弹性势的形式
,

用这些

结果预报橡皮制品的性能
,

即使它的伸长为原长的两

三倍
,

精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几
,

只要想到
,

伸长度为

时小变形理论的误差就很大
,

就马上能体会 到 有
限变形理论获得成功的份量了 这一成功

,

极大地鼓

舞了人们研究这种理论的勇气
,

从而开始了对有限变

形弹性论的新攻势 理性力学就在这种形势下诞生并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理性力学的特点

理性力学是一门数学学科
,

又是一门具有横贯性

的力学学科 它用数学的基本概念和严格 的 逻 辑 推

理
,

一方面对各传统变形体力学分支用统一的观点进

行了综合性的
、

更深入的基本规律的探索
,

另一方面

又根据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需要
,

对经典理论无法

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

力图从物理原型出发
,

经过

综合过程
,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

建立和发展

新的力学模型和理论

理性力学中的
“

理性
”

两字就是
“

合理
”

的意思
,

所
以人们又把理性力学称为

“

合理的力学
”

那么是否就

可把经典力学称为
“

不合理的力学
”

呢 事实上
,

理性

力学和经典力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认为
,

理性力学

是经典力学的合理推广
,

经典力学则可作为理性力学

的特殊情况

理性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

它力图建立各

种理论的公理体系
,

并对自然现象间的辩证联系和一

般本构关系的研究也给予相当的注意 因此
,

理性力

学的研究对象是力学的理论基础部分
,

是各分支的共
性部分

,

但理性力学并不代替力学的各传统分支

理性力学的每项研究
,

从建立模型
、

理论到解决

实际问题的方法
,

都牵涉到数学的应用问题
,

所以理

性力学的近代发展是和数学的新概念和新成果分不开

的 但应该意识到
,

用数学不是理性力 学 的 目 的
,

数学是理性力学的必备工具
,

应用了数学
,

理性力学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就能更深刻更确切地描述自然
、

了解自然和征服自然

理论虽然是对客观世界观察和实验的归纳
、

总结

和抽象的结果
,

但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
,

必须抓住对

象的主要矛盾
,

并以之为依据引进一些假设和使其理

想化
,

即建立所谓的数学模型 所以
,

任何理论都只

是在不同程度上对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近似
,

都有一定

的
、

由自然界本身的实验来确定的有效范围
,

也就是

看这理论所预言的结果与实验结果符 合 得 怎 样 因

此
,

我们在数学上总是力求严格
,

只有这样才能检验

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的正确性 理性力学的任何工作都

具有这两个鲜明的特点 即新概念和严格的数学证明

理性力学的任务

理性力学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和研究数学模型
,

因

此可以想象它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一方面

理性力学要对自然界中现实物质和现象加以概括
,

使

之抽象化 对有些含糊不清的概念和原理加以澄清
,

使之严密化 , 对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模型加以分析
,

使

之普遍化 , 对有关的观点和方法加以统一
,

使之系统

化
,

最后达到象数学科学
,

特别是象几何学那样抽象
、

严密和系统
,

使 自己也成为数学学科的一个领域 另

一方面
,

理性力学要回到原来的有关学科中去
,

为之

提供理论基础
,

最后使 自己和该学科成为不可分割的

一个整体

理性力学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

总趋势相呼应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理性力学的任务
,

有必要首先看看理性力学是怎样发展而又有所区别于

其他传统力学分支的 从小变形理论到有限变形
,

对

变形大小已没有任何限制了
,

应变位移关系也由线性

到非线性
,

而且平衡方程是建立在已变形物体上的 ,

从物体的线性理论到非线性本构理论
,

不仅理想材料

的数目大大增加
,

成为系谱
,

而且还建立了对整类材

料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有效方法 , 从经典物体模型到微

结构理论
,

理性力学除了对把物体看成是三个自由度

的质点的集合
,

物体的运动就是这质点集合在不同时

刻到 ”的映射的经典模型
,

特别是对单纯物体作了深

入的研究以外
,

还进一步开展了物体质点具有微结构

的研究
,

建立了微结构理论
,

有了微结构理论
,

就可

似建立严格的杆
、

板
、

壳理论
,

可以研究颗粒固体
、

骨骼
、

复合材料和液晶的运动 , 从协调理论到非协调

的连续统理论
,

因为经典理论都要求满足协调方程
,

它

对
‘

离散的晶体位错
,

经典理论仍可适用
,

但对有位错

和内应力存在的物体
,

已不满足协调方程
,

所以对于

连续位错
,

必须建立不协调的概念
,

理性力学就解决

了这一问题 , 从局部理论到非局部理论
,

理性力学对

一维情况算得的色散曲线与用点阵原子理论算得的结

果非常吻合
,

用非局部理论还能解释表面张力
、

表面

粘性
、

表面应力等现象
,

非局部理论虽然仍用唯象方

法
,

但它已考虑了微观性质引起的效应
,

因此有希望

在古典唯象理论与原子分子理论间架起桥梁
,

有可能

揭示许多经典场论之外的力学现象 从单一物体理论

到混合物理论时
,

已探讨了若干种物质的共同运动
,

有了混合物理论
,

就能对扩散现象
、

多种流体
、

多孔

介质
、

化学反应介质等进行研究 从单纯力学理论到

与热
、

电磁的藕合理论
,

理性力学已跳出了单纯力学

的研究范围
,

考虑到藕合效应
,

因为自然界中各种现

象总是相互联系的 理性力学与其他传统力学分支的

关系
,

国内已有人有过较全面的综述〔《力学 情 报 》,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
,

对于理性力学
,

不能只

是狭义地理解为传统力学所涉及的范围
,

实际上
,

从

理性力学的发展历程及其趋势看
,

它已经跟其他基础

学科的许多分支有了密切的联系
,

今后必将产生更密

切的联系 从 年以来
,

理性力学在发展 初 期
,

主要致力于恢复和发扬曾被丢掉很久的数学与力学的

密切联系的传统
,

发掘和复兴曾被忽视多年的数学模

型和经典理论
,

并且提出要重视力学基础 理 论 的 研

究 从 年以来
,

理性力学的任务更明 确 了
,

它

已发展成为对复杂的物质进行科学的抽象和对有关的

学科进行辩证的综合的一 门新兴学科

理性力学的进展

一个力学理论的建立
,

它不但要在数学分析上是

成功的
,

更重要的要在物理上是合理的 理性力学正

是实现了上面这两点
,

所以近 年来
,

理性力 学 得

到了蓬勃的发展
,

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

已成为力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

首先
,

理性力学对经典力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和补充 例如
,

理性力学对 年考 奇 提

出的连续统力学定理进行了追究
,

考奇认为经典物理

学的平衡方程是
, , , · · · 二 “ · ,‘凡一 ,

其中 幻为物体 边界 , 上的单位外法 线
,

表示

叨 上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
,

为作用在单 位 体 积

上的体力 以后的研究表明
,

经典物理学的平衡定理

中的基本概念不应是密度
,

应该是在任意有向表面

上 。勺总力二 一 , 。

。 年格 廷
习

和马廷斯 还十分简略地回 答 有

没有物理上合理的假设能利用 得到 的连续性以及

从一般平衡定理出发
,

可否不作另外假设使 至少 到

· · 卷 期 确多 余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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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是线性这两个问题
,

从而使人们对格廷定理有了更

进一步的认识 又如 年菲克 提出了 一 个

扩散理论
,

他认为对于一个无限长管
,

设在开始时只

在管中点 处浓差不为零
,

则扩散方程具 有 二一

处浓差极沿全管无限快传播的性质
,

这显 然 是 欠 妥

的 年马勒 山 以理性热动力学观 点 系 统

地研究了混合物热动力学理论
,

给出了无限长管的具

体解
,

认为浓差极是以速度 向左和向右急 剧 衰 减

的
,

从而解除了菲克扩散理论中的佯谬

其次
,

理性力学还积极寻求在现实可能条件下固

体和流体非线性问题的精确解
,

并努力寻找普遍适用

的解答 在这方面卡法达 做了很多工作
,

并

且已找到了一部分固体和流体的准确 解
。

年 内

格希 对板和壳的直接理论和三维弹性理 论 作

了系统的阐述 年克罗斯 提出了物 质 上

均匀的光滑的弹性薄膜的数学模型
,

第二年王

就把它推广到壳的数学模型上 最近王和克罗

斯应用诺尔 和王的方法
,

把克罗斯弹性薄膜 模

型又加以推广
,

给出了弹性壳的场 方 程 年 马

里斯 和阿斯瓦尼 研究了普适轴对称

纳维尔
一

斯托克斯 运 动 问 题
,

证 明

了一个定理
,

即唯一的普适旋转轴对称纳维 尔
一

斯 托

克斯运动是 。 尸为空间常数 式中 。 为涡度大 小
,

为表现点到轴对称的距离
,

而且它们的流线是 平 行

的直线的运动

在单纯物质体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上
,

理性力学也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继 年诺尔提出的第一 单 纯

物质体数学理论后
,

王又提出了广义单纯物质理论
,

欧文 提出了具有弹性范围物质的数学 理 论
,

比泰 和利 提出表面力和在连续 统 中

单纯物质体运动的本构关系的数学理论
,

年诺尔

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单纯物质体理论
,

比第一个理论大

大前进了一步 年王和布卢姆 基于物质

同构的概念研究了滞弹性体的物体的物质均匀性和不

均匀性问题 科利曼 和欧文系统地阐述了

热动力学的数学基础问题 年摩 根 建

立了新的概念结构
,

这种结构包括了由诺尔的单纯和

阶度 的粒子
、

格林 和里夫 林 的 多

极粒子
、

托平 叩 的极性粒子和埃林根

微极粒子等组成钓不均匀物质体
,

把诺尔的概念加以

推广
,

引进了非完整的
、

半完整的和完整的 阶粒子

新概念
,

最近西尔黑维 和克拉 托 维

在诺尔新的单纯物质体理论的基础上系 统 地

提出了非弹性物质的力学状理论
,

从而使物质体理论

的研究范围更加开阔

对理性力学发展起着积极推动和指导作用的是三

响必 康志 卷 期

部场论专著的诞生
,

即 年特鲁斯德尔

和托平合著的《经典场论》 了枷 几 几 口

, “ 年特鲁斯德尔和诺尔合著的 《力学的非线

性场论 升‘ 一

舟介 几成 ,

年埃林根
、

卡法达和埃 德林 合著的《极

性和非局部场论》 , 一

这三部场论系统性很强
,

概括性很高
,

对当时理性力

学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总结和系统阐述
,

对理性力学

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从此理性力学作为数学

力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作为力学理论的基础不仅得到

了承认
,

而且坚实地站稳了脚跟

此外
,

理性力学还不断地对新理论和新模型进行

探索 年古德 曼 和 科 温 提

出了一个以质量分布概念为基本前提的粒 状 物 质 理

论
,

认为质量分布必定与颗粒的体积分布相关
,

为此
他们利用体积分布函数作为独立的运动学变量

年帕斯曼 进一步开展有关颗 粒 物 质 的 研

究
,

推广了古德曼 理 论 和 年 贝 德 福 德

和斯特恩 提出应用互穿连续统作 为

复合物质的模型
,

最近蒂尔斯坦 和杰 哈 米

系统地提出以互穿固体连续统作为复 合 物

模型的理论
,

他们给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和边界条

件适用于纤维增强和其他一些类似材料的复合物质

年奥斯特 和佩 雷 尔 森

提出一个研究化学反应动力系统的解析结构
,

他们利

用近代动力系统和控制理论的概念去处理化学反应动

力学问题

值得提起注意的是
,

近年来
,

理性力学的几个重

要方面
,

如理性连续统力学
、

理性热动力学
、

理性弹

性力学等都取得较大的进展
,

已有几本专著出版

关于理性力学的作用和进展
,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

作过评述〔《力学进展》, 〕

理性力学的展望

由于在当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引人

注目的特点
,

各传统学科都在摆脱原来分科的约束
,

互相渗透
,

互相促进
,

不断出现各种边缘学科和新兴学

科
,

同时传统的学科本身也正经历着不断向深度和广

度发展
,

进行着辨证的综合
,

而且数学的基本概念 日

益广泛地被应用来描述物理现象
,

使能用合适的语言

简洁地建立 自然界的普遍法则
,

发现自然科学理论的

基本数学结构
,

从而更深刻地了解现象的本质 在这

种形势逼迫下
,

理性力学显得更加重要了

由于理性力学解决了许多经典力学无法解决的实

际问题
,

所以得到科学和技术界的 极 大 重 视 美
、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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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题尚有待解决

〔徐亦力 〕

表 例转性者的核型及

抗原测定

性行为与
一

抗原

水平无关

艾 克 尔 和 恩 格 尔
·

等
,

观察到某
·

些男向女转性者没有
‘

抗原
,

,

而

某些女向男转性者却有
一

抗原

这引起一些研究者 的 深 思
,

是 否
一

抗原与人在出生前的 性 行 为

特征分化有关 这一观点使许多转
·

性者笃信
一

抗原测定
,

并以此为

变更性别状态的根据

我们共测试了 例 转 性 者 的
一

抗原 经男向女转性者的外周

琳巴细胞吸收后
,

大鼠特异性
一

抗血清的剩余毒性与经正常男性外

司淋巴细胞吸收后的相同 , 女向男

转性者的淋巴细胞完全不能削减抗

血清的专一毒性 结果见表

每一病例的
一

抗原水 平 均
一

与其核型性别
、

解剖性别
、

激素性

别相一致
,

但与性行为 特 征 不 相

干 “

例 数 类 型 核 型
一

抗原测定

男向女

女向男

,

虽然有关正常人
一

抗 原 量

变异范围的资料还很有限
,

特别是

在胎儿出生后其表达与性成熟的相

关性方面的资料不足
,

但迄今已见

报道的正常男性测定结 果 均 为 阴

性 性发育畸性的研究揭示
,

不论

辜丸发育程度如何
,

都能在血清中

找到 抗原 这种协同也 有 例

外 一例催患软骨发育不全的死产

婴
、

二例男性假两性 畸 形 都 具
,

核型
,

而没有
一

抗原 恩

格尔假设 一种突变影响到 一
抗

原的血清学鉴定部分
,

而不减其诱

导肇丸发生的能力
,

但令人难以信

服 , 而他提出的模型似乎更难 以解

释 的女转性者 按此模型应

有三种特殊情况同时存在 ①调节

片段与 一
抗原分子上的受 体 结

合部位同时突变 , ②纯合子 , ③家

族性 至今
,

只报道过一例具正常

一 抗原水平的
,

女性 此

外
,

三位核型正常
,

的 母

亲各有一个
,

儿子
,

在她们

的血液和培养的皮肤细胞里都发现

了 一 抗原
一

抗原并非转性现 象 的 病

因
,

最富说服力的证据是 综

合征 受累者即称为产肇丸女性化
”

的妇女
,

核型为 ,
, 一

抗原

阴性 这些人既无性行为特征紊乱
,

也从不怀疑自己是地道的女人 她

们体内的 一
抗原诱导了肇 丸 分

化
,

新分化成的翠丸即分秘出正常

水平的雄激素 然而
,

由于细胞雄

激素受体有缺陷
,

使得除性腺以外

的所有性征都朝向女性方面发育

可以说
,

因这些病人未出生时就对

雄激素失敏
,

故丘脑下部主管性行

为的中心便朝向女 性 变 化
,

尽 管
一

抗原呈阴性

本文列举的实例以及 例转性

者的
一

抗原测定结果都说明 性

行为分化完全独立于
一

抗原

〔王 炯 〕

上接 页

英
、

法
、

日
、

西德等国都竞相成立理性力学的专门研

究机构和组织 例如在非线性连续介质理论数值方法

方面
,

美国以奥登 为代表的一班人进行 了 一

项庞大的五年研究计划
,

取得十分可观
‘

的成绩
,

共发表 篇论文
,

份研究 报 告
,

篇博

士论文
,

篇硕士论文和 本书 国际上还 多 次 召

开专门会议对理性力学进行交流和 讨 论
,

年 国

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协会 在弗罗伊登斯塔特
一

斯图加特
一

举行 一次
“

广义

连续统力学讨论会
” ,

并决定把会上的论文编辑出版

国际应用数学和力学协会 也经常开展 理 性

力学的讲座和年会活动 日本为了介绍和普及理性力

学
, 《机械 研究》在 一 年连续 期刊载德

同辰雄的《理性连续体力学入门》讲座 目前
,

’

国际上

理性力学的研究正处于持续高潮的局面

理性力学的研究在我国还刚刚开始
,

为了推动理

性力学的研究
,

年中国力学学会举办了一 次 理

性力学讨论会
,

年又邀请理性力学的权 威 埃 林

根来我国讲学 我国科研和高等院校等单位不少学者

正投身于理性力学的研究

理性力学是一 门具有生命力和广阔前途的学科
,

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性力学对于科学发展已经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

我们深信
,

将来会有更多的学科引用它的

观点和结果 但是
,

也应看到
,

理性力学目前尚处在

发展阶段
,

还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探

索
,

、髦习幻尹、户、尹、爪爪户、爪、袭

确多 康 志 增刊

诺贝尔演讲集

即 将 出 版
吐 , 心洲今‘ 》嘴知心毖峪 》峨 , 砚 》心 , 亡洲勃屺 》心护

卷 期 确多 索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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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山山山朗山的山飞
君

编 后 昌
忽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
,

当

然是以分子生物学为中心而

活跃于科学舞台上 然而近

几年来
,

神经生物学的研究

想 然而
,

本世纪二十年代诞生了以哥本哈根学派为

代表的量子力学理论 从本质上讲
,

描述微观世界过

程的量子力学是一种概率的描述
,

和决定论是水火不

相容的 这就引起了一些大物理学家的不满
,

认为可

能存在定域性的决定论的隐变数
,

引起了长时期的争

论 《量子力学中的隐变数 》一文
,

就是 对 自 年

以来进行了九个物理实验来验证到底是量子力学理论

正确还是隐变数理论正确的情况作了介绍 围绕着位

子力学
,

科学家们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

还要继续争论

下去
,

而科学也就是在这样的争论中发展着 拉普拉

斯的决定论
,

在微观世界如此
,

在宏观世 界 也 是 一

样 通过对各种复杂的非线性运动的准确估计
,

发现

不论天上
、

地下还是人间
,

到处存在着混沌运动 诸如

在旋涡星系引力场中运动的星体
,

地磁场方向的变换

运动
,

流体力学中的热对流花样
,

生物群体中个体的

数目随时代变化情况
,

以及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中

都存在着混沌运动 《一维映象和混沌运动 》一文
,

介

绍了将复杂的混沌运动化成简单的一维映象的研究方

法 这些新方向的发展
,

都反映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运

动的复杂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形而上 学 的 认 识

论
,

终将被丰富多采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冲破

本期学科介绍中
,

介绍了对策论和细胞地理学两

门学科
“

对策论
”

又名
“

博弈论
”

或
“

竞赛论
” ,

是运筹

学的重要分支 四十年代以来
,

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

要
,

发展迅速 《对策论简介 》一文以深入浅出的形式

介绍了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细胞地理学是细

胞学与植物地理学交叉
、

渗透而出现的一 门 新 兴 学

科 在物种进化的研究领域中
,

它可与形态学观察的

研究相互补充
,

而且在某种强度上更为可 靠 《细 胞

地理学简介》就染色体特性及其与植物地理分布之间

的关系作了介绍

护溜忽忍嗯

飞刚朗二山朗二田田尹

似乎正在崛起
,

而且其势头越来越大
,

并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 年医学与生理学诺贝尔奖授于脑功能研

究的斯佩瑞就是一个例证 本期刊登周绍慈副教授的

嵌论大脑边缘系统与感觉机能的关系》一文
,

也是神经

生物学方面的工作 以往已知大脑边缘系统跟呼吸
、

循环
、

内分泌
、

摄食
、

饮水
、

体温调节和性行为等生

理功能有关
,

也跟学习
、

记忆
、

睡眠
、

情绪等有关
·

作者介绍的则是大脑边缘系统与感觉 机 能 的 关系
,

不仅介绍了国外研究的进展和展望
,

也报道了自己在

这方面的工作 《从增进和抑制记忆 药 物 的 作 用 谈

到记忆的分子机制》一文
,

也是根据目前一些药物的

作用
,

提出关于记忆原理的一个假说

高能正负电子物理实验是通过对高能正负电子对

撞产生的各种物理现象的研究
,

来揭示物质的微观结

构和相互作用规律的 唐孝威同志撰写的 《高能正负

电子物理实验进展 》一文
,

评述了在高能正负电子对

挽机上所取得的实验成果
,

并作了展望

经典物理的发展
,

曾经对科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 然而
,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

经典物理越来

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这没有其他办法
,

只有发展新

的理论来补充和取代它 数学和力学结合 的 理 性 力

学
,

就是从经典力学中发展出来的新学科
,

它解决了

许多经典力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它应用数学的基本概

念和严格的逻辑推理
,

再从物理原型出发
,

建立并发展

新的力学模型和理论 而经典力学则只是理性力学的

特殊情况 《理性力学 》一文对此作了介绍 在经典物

理学中
,

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曾经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

曰月曰日曰月曰习曰习曰习曰习曰习曰习曰日曰习

简 讯

由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
、

中国核物理学会和吉林

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核子一
核子相互作用和核多 体 问

题暑期讲习班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长 春 南

湖宾馆举行

这次讲习班是中国核物理学界举办的第一次国际

性的讲习班 除了特邀的讲座外
,

还有当前大家感兴

趣的特邀的专题报告
,

以及经过选择的研 究 成 果 报

告 与会代表 余名
,

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
、

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
、

芬兰
、

希腊
、

日本
、

挪威
、

英国和美

国等 个国家的 名核物理学家
,

他们大多是 活 跃

在核物理研究前沿领域的有成就的科学家 国内部分

核物理专业研究生也列席了讲习班

这次讲习班涉及的内容很广
,

除核物理中的两个

基本问题 —核力和核多体问题外
,

还涉 及 到 重 离

子
、

天体物理等方面的课题 有关核力和 核 多 体 问

题
,

探讨的主要内容有 核力夸克模型
、

核力的介子

交换理论
、

核子
一

反核子
、

超核
、 二 核物理和各 种 多

体方法等 有的作了系统的讲演
,

有的介绍了最新的

理论研究进展
,

有的也介绍了最新的有关实验

这次讲习班的正式用语是英语
,

有的虽然是第一

次在国际性的会议上用英语作报告
,

但都获得了良好

的效果 会议安排紧凑
,

会上会下广泛交流
,

对促进

我国核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刊记者 李顺祺

· 卷 期 确多 余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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