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增加质量可以达到更大的增益 .比较理想的估计

表明 :在 ) 激光能量驱动下 ,实现等密度模

型的点火是可能的 .总之 ,快点火内爆的优越性使设

计变得相对容易 .快点火方式的困难在于点火 .迄

今 ,可行性问题尚没有解决 ,所需点火激光能量也还

没有确切的估计 .所涉及的超强激光相互作用的很

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特别是在快点火实际的情况

及时空尺度下研究点火激光在预压缩形成的等离子

体中传播 !侵蚀 ,多种不稳定性的激发 !成丝 ,稠密等

离子体中的打洞 , ∂ 级超热电子和相应的亿高斯

的慢变超强磁场产生及作用 ,等等 .此外 ,超热电子

的传播 !加热 !点火等问题 ,目前的研究更显得少些 .

其他点火手段 ,如粒子束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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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到初稿 修回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年代表我国参加了 ≤ ⁄ × 基本物理常数任务组的工作 是该任务组的 名委员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从 年起接替刘瑞珉代表我国参加该任务组的工作

 ≤ ⁄ × 中国委员会基本常数任务组组长

基本物理化学常数的 ΧΟ∆ΑΤΑ最新推荐值 3

刘瑞珉   张钟华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沈乃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计量测试高技术联合实验室  北京  

摘  要   文章给出了由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 简称 ≤ ⁄ × 推荐的基本物理化学常数及转换因子的 自

洽组的数值 供国际上普遍使用 新推荐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与 年推荐值的相应不确定度比较 在多数情况下 前

者约为后者的 至 而在某些情况下 则为其 然而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 年数值与 年相应值之

差的绝对值均小于 年数值的标准不确定度的两倍

关键词   ≤ ⁄ × 基本常数 转换因子 标准不确定度

ΝΕ Ω ΧΟ∆ΑΤΑ ΡΕΧΟΜΜΕΝ∆Ε∆ ς ΑΛΥΕΣ ΟΦ ΤΗΕ

ΦΥΝ∆ΑΜΕΝΤΑΛ ΠΗΨΣΙΧΑΛ ΑΝ∆ ΧΗΕ ΜΙΧΑΛ ΧΟΝΣΤΑΝΤΣ

∏2   2 ∏

( Νατιοναλ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Μετρολογψ, Βειϕινγ  )

≥ ∞ 2≤
(ϑοιντ Λαβορατορψοφ Αδϖανχεδ Τεχηνολογψιν Μεασυρε µεντσ,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Πηψσιχσ, Χηινεσε Αχαδε µψοφ Σχιενχεσ, Βειϕινγ  )

Αβστραχτ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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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 × ∏ √ ∏ ∏

∏ √ ∏ √ 2

∏ √ ∏ √ ∏ √ ∏

∏ √ ∏

Κεψ ωορδσ  ≤ ⁄ × ∏ √ ∏

  ≤ ⁄ × 建立于 年 是国际科学技术数

据委员会的简称 它的任务是寻求改进科学技术的

重要数据的品质 !可靠性和处理方法 包括管理及理

解和推广应用 年成立了 ≤ ⁄ × 基本常数

任务组 其目的是定期提供基本物理化学常数和转

换因子的国际推荐值的自洽组

年 发表了 ≤ ⁄ × 推荐的第一次基本

常数数据≈ 年 发表了第二次推荐数据≈ 本

文所介绍的最近发表的第三次 ≤ ⁄ × 推荐值

在发表数据的同时 还附有 年常数平差的详细

表述

≤ ⁄ × 基本物理常数任务组自 年起就

开始准备进行这次平差工作 并要求各国以目前所

能达到的最先进手段来测定有关的基本物理常数

根据科学研究和实验结果的新发展 经过 年的数

据收集 !分析和综合平差工作以及多次任务组会议

的讨论和反复修改 由该任务组现任主席 °

博士及前任主席 × 博士执笔起

草了/ 基本物理化学常数 ≤ ⁄ × 推荐值0

新的基本物理常数推荐值与 年的相比有

三个特点 一个是具有更好的不确定度估计 一般约

为 年的 到 最突出的达到了

这反映了 年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另一个是

年数据对 年的改变量 基本上是在

年各数据的不确定度的 倍以内 这反映了基本物

理常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第三个是相同数据之间

的一致性和不同数据之间的协调性较 年的好

这是由于编制了一套完整的计算软件 当改变一个

数据时 整套数据可以立即重新计算得到 从而使数

据的取舍和协调工作可以更快和更科学地进行 从

整体上看 年的数据有更多的有效位 比

年的数据更科学 !更准确 !更可靠 代表了当今国际

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水平 必将对目前和今后的科

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提供更有效的帮助 由于原文比

较长 ≤ ⁄ × 基本常数任务组正在考虑编写并发

表比较简短的报告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按照 ≤ ⁄ × 基本常数

任务组和国际计量局 ° 的要求 于 年组

织进行了电阻和电流的绝对测量 ,并由此测定了质

子回旋磁比 Χχ !约瑟夫森常数 Κ 和冯#克利青常数

Ρ 的 ≥ 值 ,后根据基本常数任务组的要求 ,又提供

了以 Κ2 和 Ρ 2 为基础的 Χχ(强)和 Χχ(弱)的数

值 .其中 Χχ(强)和 Χχ(弱)的数值及 Ρ 的 ≥ 值已被

该任务组在 基本常数平差中采用[ ] .

≤ ⁄ × 发表三次推荐值的间隔均达 年之

久 年平差所采用的数据来源期限为 年

月 日 这次推荐的 年平差所采用的数据来源

期限为 年 月 日 直至 年下半年才

正式在5 ° ≤ ⁄ 6第 卷第

期刊登≈ 本文将推荐值分成简表 见表 和全表

见表 列出 简表中列出了 个基本常数和 个

采用非国际单位制的转换因子 这是最常用的一些

数值 全表中列出了 余个基本常数及其组合量

和有关的转换因子 总数约为 年推荐值数量的

一倍 ≤ ⁄ × 希望各国尽快使用这组新的推荐

值 而不再使用 年的原先推荐值 这次5物理6

尽快刊登简表和全表的目的 也是为了使广大读者

包括科技和教学工作者以及大学生和研究生均能采

用这些最新的推荐值

##卷 年 期



表  ≤ ⁄ × 推荐的物理和化学基本常数 年平差值简表

量 符号 数值 单位
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υ

真空中光速 χ , χ 准确

磁常数 Λ Π≅ 准确

1 , ≅

电常数 / Λ χ Ε 1 , ≅ ƒ 准确

牛顿引力常数 Γ 1 ( ) ≅ 1 ≅

普朗克常数 η 1 ( ) ≅ 1 ≅

η/ Π 1 ( ) ≅ 1 ≅

基本电荷 ε 1 ( ) ≅ ≤ 1 ≅

磁通量子 η/ ε 5 1 ( ) ≅ • . ≅

电导量子 ε / η Γ 1 ( ) ≅ ≥ . ≅

电子质量 µ . ( ) ≅ . ≅

质子质量 µ 1 ( ) ≅ . ≅

质子 电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精细结构常数 Α 1 ( ) ≅ . ≅

精细结构常数倒数 Α 1 ( ) . ≅

里德伯常数 Ρ ] . ( ) . ≅

阿伏伽德罗常数 Ν , Λ . ( ) ≅ . ≅

法拉第常数 Ν ε Φ . ( ) ≤ . ≅

摩尔气体常数 Ρ . ( ) . ≅

玻尔兹曼常数 Ρ/ Ν κ . ( ) ≅ . ≅

斯特藩 玻尔兹曼常数 Ρ . ( ) ≅ • . ≅

(Π / ) κ / χ 可与 ≥ 单位一起采用的非 ≥ 单位

电子伏 :(ε/ ≤)

(统一的)原子质量单位
∂ 1 ( ) ≅ . ≅

∏ µ ∏ µ ( ≤)

 / Ν

∏ . ( ) ≅ . ≅

表  ≤ ⁄ × 推荐的物理和化学基本常数 年平差值全表

量 符号 数  值 单  位
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 µ

普适常数

真空中光速 χ , χ (精确)

磁常数 Λ Π≅ 1 , ≅ (精确)

电常数 Ε 1 , ≅ ƒ (精确)

真空中特征阻抗 Λ / Ε Λ χ Ζ 1 8 (精确)

牛顿引力常数 Γ 1 ( ) ≅ 1 ≅

Γ/ χ 1 ( ) ≅ ∂ / χ ) 1 ≅

普朗克常数 η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 1 ≅

η/ Π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 1 ≅

普朗克质量( χ/ Γ) / µ ° 1 ( ) ≅ 1 ≅

普朗克长度 / µ χ ( Γ/ χ ) / λ 1 ( ) ≅ 1 ≅

普朗克时间 λ / χ ( Γ/ χ ) / τ 1 ( ) ≅ 1 ≅

电磁常数

基本电荷 ε 1 ( ) ≅ ≤ 1 ≅

ε/ η 1 ( ) ≅ 1 ≅

磁通量子   η/ ε 5 1 ( ) ≅ • 1 ≅

电导量子   ε / η Γ 1 ( ) ≅ ≥ 1 ≅

电导量子的倒数 Γ 1 ( ) 8 1 ≅

约瑟夫森常数 ε/ η Κ 1 ( ) ≅ ∂ 1 ≅

## 物理



(续表)

量 符号 数  值 单  位
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µ

冯#克利青常数 η/ ε Λ χ/ Α Ρ 1 ( ) 8 1 ≅

玻尔磁子 ε / µ Λ 1 ( ) ≅ × 1 ≅

 以 ∂ × 为单位 1 ( ) ≅ ∂ × 1 ≅

Λ / η 1 ( ) ≅ × 1 ≅

Λ / ηχ 1 ( ) × 1 ≅

Λ / κ 1 ( ) × 1 ≅

核磁子 ε / µ ° Λ 1 ( ) ≅ × 1 ≅

 以 ∂ × 为单位 1 ( ) ≅ ∂ × 1 ≅

Λ / η 1 ( ) × 1 ≅

Λ / ηχ 1 ( ) ≅ × 1 ≅

Λ / κ 1 ( ) ≅ × 1 ≅

原子常数

 一般常数

精细结构常数 ε / ΠΕ / χ Α 1 ( ) ≅ 1 ≅

精细结构常数的倒数 Α 1 ( ) 1 ≅

里德伯常数 Α µ χ/ η Ρ ] 1 ( ) 1 ≅

Ρ ] χ 1 ( ) ≅ 1 ≅

Ρ ] ηχ 1 ( ) ≅ 1 ≅

 Ρ ] ηχ以 ∂ 为单位 1 ( ) ∂ 1 ≅

玻尔半径 Α/ ΠΡ ] ΠΕ / µ ε α 1 ( ) ≅ 1 ≅

哈特里能量 ε / ΠΕ α Ρ ] ηχ

Α µ χ
Ε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环流量子 η/ µ 1 ( ) ≅ 1 ≅

η/ µ 1 ( ) ≅ 1 ≅

弱电常数

费米耦合常数 ) Γƒ/ ( χ) 1 ( ) ≅ ∂ 1 ≅

弱混合角 Η•

  Η• σ• Σ ( µ • / µ ) Η• 1 ( ) 1 ≅

 电子 ,ε

电子质量 µ 1 ( ) ≅ 1 ≅

  µ Α ∏(以 ∏为单位 ,电子相对

原子质量乘以 ∏)
1 ( ) ≅ ∏ 1 ≅

能量当量 µ 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电子 Λ子质量比 µ / µ
Λ 1 ( ) ≅ 1 ≅

电子 Σ子质量比 µ / µ Σ 1 ( ) ≅ 1 ≅

电子 质子质量比 µ / µ 1 ( ) ≅ 1 ≅

电子 中子质量比 µ / µ 1 ( ) ≅ 1 ≅

电子 氘核质量比 µ / µ 1 ( ) ≅ 1 ≅

电子 Α粒子质量比 µ / µ Α 1 ( ) ≅ 1 ≅

电子荷质比 ε/ µ 1 ( ) ≅ ≤ 1 ≅

电子摩尔质量 Ν µ Μ( ) , Μ 1 ( ) ≅ 1 ≅

康普顿波长 η/ µ χ Κ≤ 1 ( ) ≅ 1 ≅

Κ≤/ Π Αα Α / ΠΡ ]  Κ≤ 1 ( ) ≅ 1 ≅

经典电子半径   Α α ρ 1 ( ) ≅ 1 ≅

汤姆孙截面  ( Π/ ) ρ Ρ 1 ( ) ≅ 1 ≅

电子磁矩 Λ 1 ( ) ≅ × 1 ≅

与玻尔磁子之比 Λ / Λ 1 ( ) 1 ≅

与核磁子之比 Λ / Λ 1 ( ) 1 ≅

电子磁矩反常

  Λ / Λ α 1 ( ) ≅ 1 ≅

电子 γ 因子 ( α ) γ 1 ( ) 1 ≅

##卷 年 期



(续表)

量 符号 数  值 单  位
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µ

电子 Λ子磁矩比 Λ / ΛΛ 1 ( ) 1 ≅

电子 质子磁矩比 Λ / Λ 1 ( ) 1 ≅

电子与屏蔽质子磁矩比 Λ / Λ
χ 1 ( ) 1 ≅

  ( 球 ε )

电子 中子磁矩比 Λ / Λ 1 ( ) 1 ≅

电子 氘核磁矩比 Λ / Λ 1 ( ) 1 ≅

电子与屏蔽氦核 )磁矩比 Λ / Λ
χ 1 ( ) 1 ≅

  (气体 ,球 , ε )

电子旋磁比   Λ / Χ 1 ( ) ≅ × 1 ≅

Χ / Π 1 ( ) × 1 ≅

 Λ子 ,Λ

Λ子质量 µ
Λ 1 ( ) ≅ 1 ≅

  µ
Λ

Α (Λ)∏(以 ∏为单位 ,Λ子相对

原子质量乘以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Λ
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Λ子 电子质量比 µ
Λ
/ µ 1 ( ) 1 ≅

Λ子 Σ子质量比 µ
Λ
/ µ Σ 1 ( ) ≅ 1 ≅

Λ子 质子质量比 µ
Λ
/ µ 1 ( ) 1 ≅

Λ子 中子质量比 µ
Λ
/ µ 1 ( ) 1 ≅

Λ子摩尔质量 Ν µ
Λ

Μ(Λ) , Μ
Λ 1 ( ) ≅ 1 ≅

Λ子康普顿波长   η/ µ
Λ
χ Κ≤ Λ 1 ( ) ≅ 1 ≅

Κ≤ Λ/ Π  Κ≤ Λ 1 ( ) ≅ 1 ≅

Λ子磁矩 ΛΛ 1 ( ) ≅ × 1 ≅

与玻尔磁子之比 ΛΛ/ Λ 1 ( ) ≅ 1 ≅

与核磁子之比 ΛΛ/ Λ 1 ( ) 1 ≅

Λ子反常磁矩

ΛΛ / (ε / µ
Λ
) α

Λ 1 ( ) ≅ 1 ≅

Λ子 γ 因子 ( α
Λ
) γΛ 1 ( ) 1 ≅

Λ子 质子磁矩比 ΛΛ/ Λ 1 ( ) 1 ≅

 Σ子 ,Σ

Σ子质量 µ Σ 1 ( ) ≅ 1 ≅

  µ Σ Α (Σ)∏ 以 ∏为单位 Σ子相对

原子质量乘以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Σ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Σ子 电子质量比 µ Σ/ µ 1 ( ) 1 ≅

Σ子 Λ子质量比 µ Σ/ µ
Λ 1 ( ) 1 ≅

Σ子 质子质量比 µ Σ/ µ 1 ( ) 1 ≅

Σ子 中子质量比 µ Σ/ µ 1 ( ) 1 ≅

Σ子摩尔质量 Ν µ Σ Μ(Σ) , ΜΣ 1 ( ) ≅ 1 ≅

Σ子康普顿波长   η/ µ Σχ Κ≤ Σ 1 ( ) ≅ 1 ≅

Κ≤ Σ/ Π  Κ≤ Σ 1 ( ) ≅ 1 ≅

质子 ,π

质子质量 µ 1 ( ) ≅ 1 ≅

  µ Α ∏(质子相对原子质量乘

以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质子 电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质子 Λ子质量比 µ / µ
Λ 1 ( ) 1 ≅

质子 Σ子质量比 µ / µ Σ 1 ( ) 1 ≅

质子 中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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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 符号 数  值 单  位
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µ

质子荷质比 ε/ µ 1 ( ) ≅ ≤ 1 ≅

质子摩尔质量 Ν µ Μ( ) , Μ 1 ( ) ≅ 1 ≅

质子康普顿波长   η/ µ χ Κ≤ 1 ( ) ≅ 1 ≅

Κ≤ / Π  Κ≤ 1 ( ) ≅ 1 ≅

质子磁矩 Λ 1 ( ) ≅ × 1 ≅

玻尔磁子 Λ / Λ 1 ( ) ≅ 1 ≅

核磁子 Λ / Λ 1 ( ) 1 ≅

质子 γ 因子  Λ / Λ γ 1 ( ) 1 ≅

质子 中子磁矩比 Λ / Λ 1 ( ) 1 ≅

屏蔽的质子磁矩 Λ
χ 1 ( ) ≅ × 1 ≅

  ( 球 ε )

与玻尔磁子之比 Λχ / Λ 1 ( ) ≅ 1 ≅

与核磁子之比 Λχ / Λ 1 ( ) 1 ≅

质子抗磁屏蔽修正

  Λχ / Λ Ρχ 1 ( ) ≅ 1 ≅

  ( 球 ε

质子旋磁比   Λ / Χ 1 ( ) ≅ × 1 ≅

Χ / Π 1 ( ) × 1 ≅

屏蔽的质子旋磁比  Λχ / Χχ 1 ( ) ≅ × 1 ≅

  ( 球 ε ) Χχ / Π 1 ( ) × 1 ≅

中子 , ν

中子质量 µ 1 ( ) ≅ 1 ≅

µ Α ∏(中子相对原子质量乘以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中子 电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中子 Λ子质量比 µ / µ
Λ 1 ( ) 1 ≅

中子 Σ子质量比 µ / µ Σ 1 ( ) 1 ≅

中子 质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中子摩尔质量 Ν µ Μ( ) , Μ 1 ( ) ≅ 1 ≅

中子康普顿波长   η/ µ χ Κ≤ 1 ( ) ≅ 1 ≅

Κ≤ / Π  Κ≤ 1 ( ) ≅ 1 ≅

中子磁矩 Λ 1 ( ) ≅ × 1 ≅

  与玻尔磁子之比 Λ / Λ 1 ( ) ≅ 1 ≅

  与核磁子之比 Λ / Λ 1 ( ) 1 ≅

中子 γ 因子 Λ / Λ γ 1 ( ) 1 ≅

中子 电子磁矩比 Λ / Λ 1 ( ) ≅ 1 ≅

中子 质子磁矩比 Λ / Λ 1 ( ) 1 ≅

中子与屏蔽质子磁矩比 Λ / Λ
χ 1 ( ) 1 ≅

  ( 球 ε

中子旋磁比   Λ / Χ 1 ( ) ≅ × 1 ≅

Χ / Π 1 ( ) × 1 ≅

氘核 ,δ

氘核质量 µ 1 ( ) ≅ 1 ≅

µ Α ∏(氘相对原子质量乘以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氘核 电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氘核 质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氘核摩尔质量 Ν µ Μ( ) , Μ 1 ( ) ≅ 1 ≅

 氘核磁矩 Λ 1 ( ) ≅ × 1 ≅

 与玻尔磁子之比 Λ / Λ 1 ( ) ≅ 1 ≅

核磁子 Λ / Λ 1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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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 符号 数  值 单  位
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µ

氘核 电子磁矩比 Λ / Λ 1 ( ) ≅ 1 ≅

氘核 质子磁矩比 Λ / Λ 1 ( ) 1 ≅

氘核 中子磁矩比 Λ / Λ 1 ( ) 1 ≅

氦核 ,η

氦核质量 µ 1 ( ) ≅ 1 ≅

µ Α ∏(氦核相对原子质量乘以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氦核 电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氦核 质子质量比 µ / µ 1 ( ) 1 ≅

氦核摩尔质量 Ν µ Μ( ) , Μ 1 ( ) ≅ 1 ≅

屏蔽的氦核磁矩 Λχ 1 ( ) ≅ × 1 ≅

  (气体 ,球 , ε )

 与玻尔磁子之比 Λχ / Λ 1 ( ) ≅ 1 ≅

 与核磁子之比 Λχ / Λ 1 ( ) 1 ≅

屏蔽氦核与质子磁矩比 Λχ / Λ 1 ( ) 1 ≅

  (气体 ,球 , ε )

屏蔽氦核与屏蔽质子磁矩比 Λχ / Λχ 1 ( ) 1 ≅

  (气体/ 球 ε

屏蔽氦核旋磁比  Λχ /

  (气体 ,球 , ε ) Χχ 1 ( ) ≅ × 1 ≅

Χχ / Π 1 ( ) × 1 ≅

Α粒子 ,Α

Α粒子质量 µ Α 1 ( ) ≅ 1 ≅

  µ Α Α Α ∏(以 ∏为单位 Α粒子相

对原子质量乘以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Α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Α粒子与电子质量比 µ Α/ µ 1 ( ) 1 ≅

Α粒子与质子质量比 µ Α/ µ 1 ( ) 1 ≅

Α粒子摩尔质量   Ν µ Α Μ Α , ΜΑ 1 ( ) ≅ 1 ≅

物理 !化学常数

阿伏伽德罗常数 Ν , Λ 1 ( ) ≅ 1 ≅

原子质量常数

µ ∏ µ ( ≤) ∏ / Ν µ ∏ 1 ( ) ≅ 1 ≅

能量当量 µ ∏χ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1 ≅

法拉第常数 ) Ν ε Φ 1 ( ) ≤ 1 ≅

摩尔普朗克常数 Ν η 1 ( ) ≅ 1 ≅

Ν ηχ 1 ( ) 1 ≅

摩尔气体常数 Ρ 1 ( ) 1 ≅

玻尔兹曼常数 Ρ/ Ν κ 1 ( ) ≅ 1 ≅

 以 ∂ 为单位 1 ( ) ≅ ∂ 1 ≅

κ/ η 1 ( ) ≅ 1 ≅

κ/ ηχ 1 ( ) 1 ≅

摩尔体积(理想气体) Ρ Τ/ π

  Τ 1 , π 1 ° ς 1 ( ) ≅ 1 ≅

洛施密特常数 Ν / ς ν 1 ( ) ≅ 1 ≅

  Τ 1 , π ° ς 1 ( ) ≅ 1 ≅

## 物理



(续表)

量 符号 数  值 单  位
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µ

萨库尔 蒂特罗德常数

  (绝对熵常数)

  [ ( Π µ ∏κΤ / η ) / κΤ / π ]

  Τ , π ° Σ / Ρ 1 ( ) 1 ≅

  Τ , π 1 ° 1 ( ) 1 ≅

斯特藩 玻尔兹曼常数

  (Π / ) κ / χ Ρ 1 ( ) ≅ • 1 ≅

第一辐射常数 Πηχ χ 1 ( ) ≅ • 1 ≅

用于谱线辐射的第一辐射常数 ηχ χ 1 ( ) ≅ • 1 ≅

第二辐射常数 ηχ/ κ χ 1 ( ) ≅ 1 ≅

维恩位移定律常数

  β Κ ¬ Τ χ / 1 , β 1 ( ) ≅ 1 ≅

  用约瑟夫森效应复现伏特的表示 国际上采用的约定值

用量子霍尔效应复现欧姆的表示 国际上采用的约定值

由粒子数据组推荐的数值≈见 ≤ ≤ ετ αλ. , ∞∏ ° ≤ ) )

根据粒子数组推荐的 • 和 玻色子的质量比 µ • ≈见本表注 条所列文献 他们推荐的 Η• 的值为 Η• Μ 1

氦核符号 是 原子的核

这个数值与所有含有 µ Σ的其他数值 均根据由粒子数据组推荐的以 ∂ 为单位的 µ Σχ 的值≈见本表注 条所列文献 但其标准不确定

度为 1 ∂ 而不是所引的不确定度 1 ∂ 即 1 ∂

当相应电流是用基于约瑟夫森效应和量子化霍尔效应的伏特和欧姆表示以及国际上采用的约瑟夫森常数 Κ 和冯#克利青常数 Ρ

约定值时 在库仑计化学测量中所用的 Φ的数值是 1 1 ≅

相对原子量为 Α 的理想单原子气体的熵为 Σ Σ Ρ Α Ρ π/ π Ρ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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