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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简要叙述了徐业林的真空器件的反常电流实验的结果 ,指出该实验的结果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矛盾 ,认为

该实验具有重大的物理学意义和哲学意义.

一、引　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徐业林教授在真空器

件“反常电流”方面的研究 (见文献 [ 1 ,2 ]) ,从 1986 年至

今 ,历经了不间断的连续观察以及科学缜密的对照、检

查 ,获得了完全肯定的结果. 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值得我

国科学界 ,特别是物理学界和哲学界关注的、非常重要

的事件.

二、真空器件的反常电流实验的主要
　　结果
　　他的真空器件的反常电流实验 ,是用一只特制的

GD - 21 型充气 (氩) 光电管 (见图 1) 来进行的. 镍铯阳极

A 丝较细 ,阴极 C 为 Ag - O - Cs. 两电极发射功函数的关

系是 <c > <A . 外电路用一个电阻 R 相联. 在这样的装置

下 ,有一个微弱电流 I 在电场 E 的作用下持续通过电阻

R . 这个电流随外界温度变化而有所起伏 ,但对电磁声、

方向线、光照射均无反应. 用灵敏的光电池检查 ,证明装

置内无磷光体 ,说明电流不是干扰引起的. 这个实验被

不间断地连续观察了 14 年.

图 1 　产生反常电流的实验装置示意图

　　徐业林后来改进了这个实验 ,发明了固体无偏二极

管[3 ] ,也是从环境吸热 ,同时发出电流. 按作者的看法 ,

他的真空器件反常电流虽然弱小 ,但已经构成动摇理论

的强大基础 ,是经典热力学头上的一小朵乌云 ,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而他的无偏二极管仅在性能上有所提

高 ,只具有技术上的意义. 因此 ,我们特别强调 ,本文只

从徐业林的真空器件反常电流实验出发来讨论问题. 至

于他的无偏二极管是否成功、是否完善并不重要.

三、徐业林实验的进一步重复验证

　　虽然徐业林的实验已经通过了 14 年的连续观察验

证 ,结果是真实可信的 ,但按现代科学的传统 ,只有能被

同行专家所重复的实验现象 ,才能被科学界所公认. 因

此 ,还需要学术界同行的进一步工作.

　　作者建议 ,有条件的单位 ,重复其实验 ,验证其结

果. 或者 ,如果可能 ,向徐业林教授借用或购买他的装

置 ,验证其结果.

四、徐业林自己对实验结果的解释

　　徐业林对他自己的实验结果 , 有如下解释 (见

[1 ,2 ]) :

　　他的直接物理解释是 (见图 2) :真空器件特制光电

管 DT 以其单向导电性 ,将器件内较高动能的无规运动

图 2 　能量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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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从一极导向另一极 ,形成有序的电流 I ,向外电阻

RT 供给能量. 此时装置内的电子平均动能下降 ,温度也

下降 ,同时向周围环境吸热 Q ,维持热平衡.

　　通过类比 ,他认为 ,器件内的电子动能大致上服从

麦克斯韦分布 ,动能高的部分相当于高温热源 ,动能低

的部分相当于低温热源. 器件从动能高的电子吸取能

量 ,就相当于从高温热源吸热 ;这些电子随后变成动能

低的电子 ,就相当于向低温热源放热. 因此他实际上把

器件看成了一个微型热机.

　　理论解释 ,徐业林坚持认为 ,他的实验结果与热力

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 ,问题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必须

有正确的理解”. 并相应提出“完整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即在一个微观粒子不对称热运动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的

孤立系统中熵趋于增大.

五、徐业林实验的哲学意义

　　作者认为徐业林的解释 ,有其合理的一面. 特别是

他的直接物理解释和类比解释 ,大体上是正确的 ,甚至

是十分精彩的. 但在他的理论解释中 ,却坚持认为他的

实验结果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 对此我们不敢苟

同。本文作者认为 ,徐业林的实验结果 ,与热力学第二

定律尖锐对立 ,是不能共存的. 众所周知 ,热力学第二定

律的开尔文表述为 :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 ,使之

完全变为有用的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 克劳修斯表述

为 :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

他变化. 然而 ,徐业林实验的最大特征就是能从单一热

源 (器件) 吸取热量 ,使之完全变为有用功 (电功) 而不产

生其他影响 ;或者是把热量从低温物体 (器件) 传到高温

物体 (电阻) 而不引起其他变化. 总而言之 ,徐业林的实

验正是做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断言不可能作到的事.

　　因此 ,如果徐业林实验成立 ,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

就不成立. 反之亦然. 二者必居其一.

　　对于徐业林的实验结果 ,作者的主张概括如下 :

　　(1) 徐业林的实验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对立的 ,二

者不能共存 ;

　　(2) 徐业林的实验如果成立 ,则热力学第二定律将

不再是一个普遍规律 ;

　　(3) 徐业林的实验如果成立 ,则地球上一切过程原

则上都是可逆过程 ,人类就可能制造第二永动机.

　　徐业林的装置 ,与历史上的永动机根本不同之处在

于 :历史上的永动机 ,不管设计得多么巧妙 ,没有一个是

真正能运转的 ;而徐业林的装置 ,却是能够运转的 ,不仅

能够运转 ,而且已经不间断的运转了 14 年. 徐业林的装

置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台真正的永动机 !

　　徐业林用来解释他的实验的“完全的热力学第二定

律”,其实就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否定. 但是在理论上

他没有敢再往前迈进一步. 这也难怪 ,热力学第二定律

太强大了 ,谁敢向它挑战 ? 永动机的名声太恶劣了 ,谁

敢与之沾边 ? 任何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敢冒天

下之大不韪的.

　　但是 ,面对徐业林真空器件反常电流实验的结果 ,

理论和实验出现了如此尖锐的矛盾 ,作为应该是唯物主

义者的物理学家 ,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和立场才

是正确的 ? 我们认为 ,如果相信徐业林的实验结果 ,应

该勇敢地向热力学第二定律挑战 ;反之 ,如果不相信徐

业林的实验结果 ,就应该起而应战 ,挑出他的毛病. 二者

必居其一. 不应该回避 ,也不应该调和.

　　在某个传统领域千锤百炼的经典理论 ,被新领域的

新实验现象所推翻或修改 ,这在物理学史上也是多次发

生过的. 例如 ,在宏观、低速的力学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牛

顿力学及其时空观 ,遇到电磁声传播实验的新结果 (光

速不变) 时 ,被推翻和修改 ,产生了狭义相对论 ;遇到电

磁波与物质的微观结构相互作用实验的新结果 (热辐射

和光电效应) 时 ,也被推翻和修改 ,产生了量子论. 这也

许是极为一般的规律.

　　现在 ,在传统量热学和热力工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经典热力学 ,在电子技术的新发明 (徐业林的真空器

件装置) 面前发生危机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 毕竟 ,它

不是凭空捏造. 从本质上讲 ,这是由于时代的进步 ,电子

学的进步 ,使得“麦克斯韦妖”(即某种具有微观选择功

能的机构) 在技术上能够实现的缘故.

　　当然 ,在传统量热学和热力工程的领域 ,即徐业林

装置不工作的地方 ,热力学第二定律仍然是有效的理论

工具. 正如经典力学现在仍然是设计桥梁、汽车和飞机

的有效工具一样. 只有在徐业林装置工作的地方 ,才必

须摈弃热力学第二定律.

六、结束语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 ,曾经漂浮在经典物理学天

空的两朵乌云 ,最后带来的是整个 20 世纪天翻地覆的

物理学革命. 现在 ,非常巧合 ,新的世纪之交 ,我们又看

到经典热力学天空有一朵乌云. 希望这一朵乌云也将变

成滋润大地的甘雨 ,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然 ,我们的态度是慎重的 ,我们认为只有在徐业

林实验成立的基础上 ,才能谈得上对经典热力学进行修
(下接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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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观物论与电、弱、强相互作用耦合常数试解

柯资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关键词　时空　电磁相互作用　弱相互作用　强相互作用　观物论

　　本文认为 ,时间的本质是对象间特定相互作用之序 ,序意味着单一方向性 ;这种序的单一方向性只与物质系统的

单纯性( 即全为物质或全为反物质) 有关 ;空间的本质是在序( 时间) 规定性前提下特定相互作用的内涵展开. 不存在

独立于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时空概念. 根据对时空概念的重新理解 ,通过对文献[ 1] 中四个时空公理的修正 ,得到 12 个

与强、弱、电相互作用有关的相互作用象数学模型 ,并求出相应的相互作用无量纲常数 ,从而全部解释与相互作用有

关的 5 个无量纲耦合常数.

一、邵雍观物论简介

　　邵雍是中国北宋初期的著名学者 ,著有《观物篇》一

书 ,以“穷万物之理、尽万物之数”为己任 ,建立了一个试

图揽括自然与社会、宇宙与人生的普适理论即先天易

学 ,历史上又称数学或物理. 沿着《观物篇》的基本思路 ,

中国古代学术界作了非常丰富的拓展和应用 ,史称数学

学派. 为了不与现在的数学、物理相混 ,本文依著作立名

“观物论”.

　　观物论是中国传统象数学发展的理论顶峰. 象数学

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 ,来源于中国史前石器时代

开始的、对宏观复杂自然现象 (如 :典型流场———即云雷

纹现象) 的细致观察和逐步分析整理、抽象. 例如 (图 1)

大汶口文化出土的象牙梳子上的云雷纹是一个对称的、

理想化的流形 ,并有对称标志“⊥”,代表一种对动态的、

抽象的对称关系的高度重视. 这种图象所表达抽象内涵

与象数学中的阴阳鱼太极图 (图2) 一脉相承 ,后者则是

(上接第 116 页)

改. 我们的态度又是积极的 ,我们呼吁科学界、特别是物

理学界和哲学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和

积极的关注. 我们的倾向性也是明显的 ,我们认为徐业

林 1986 年进行的真空器件反常电流实验 ,虽然电压和

电流都很弱小 ,但已经构成动摇理论的强大基础 ,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 况且它已经连续运行多年 ,应该给予

肯定. 作者就是以此为基础建议修改经典热力学的.

　　建议基金委给予徐业林必要的资金支持 ,建议他把

实验结果正面呈现给我国物理学界 ,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来 ,不怕反对意见 ,展开讨论 ,打破目前的沉闷空气. 相

信局面一定会很快打开 ,学术界一定会很快取得共识.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希望我国学术界确确实实表现出一

种鼓励创新、允许失误的非常活跃的学术空气和人文环

境. 无论如何 ,一个运转了 14 年、与现有理论相矛盾的

奇怪装置 ,除了媒体偶尔有所报道外 ,科学界竟不能展

开真正意义下的正常讨论 ,这对大力提倡创新精神的我

国科学界来说 ,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是绝对不正常的.

　　最后 ,我们要说 ,每一次物理学危机的发生 ,都将带

来一次新的物理学革命和技术革命. 面对经典热力学天

空的这一朵乌云 ,关键是要抓住机遇 ,敢于挑战历史. 坚

持唯物主义 ,冲破思想的枷锁. 也许 ,我们已经走到了突

破的边沿 ,不要与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
(2000 年 6 月 23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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