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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9 月，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三届世界物

理学大会的决议［"］中非常精辟地指出：“物理学是其

他科学和绝大部分技术发展的直接的或不可缺少的

基础，物理学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全球技术和

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5”该决议并指出，9" 世纪是

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新能源、新材料、信

息技术、交通运输、健康和环境等，这些领域中的科

学成果和技术的进步将与物理学中完善的知识基础

密切相关 5
9# 世纪后半叶，一场起源于物理学进展的新技

术革命，席卷了整个科技界和工业界 5在这场巨大而

深刻的革命中，以微电子和光电子为发展方向的一

大批信息产业应运而生 5
这些高新技术企业有十分鲜明和突出的个性和

特征：产业的发展紧密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新产

品的更新换代令人目不暇接；高新技术的运用，产生

了远高于传统大烟囱工业的人均效益，产品的新技

术含量越高，利润的增值（技术附加值）就越大；此

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布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大部

分企业都分布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周围，依托着

强有力的科技支持，形成了一个研究 & 开发 & 生产

的综合基地 5高等院校和高新技术公司之间的人员、

技术、产品和信息的联合、交流、重组，促使产品快速

更新，保持了整个开发区的技术先进性和高速发展 5
纵观高新技术产业，首先产品的技术基础源于

物理学，或由物理学演化、物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而

形成的应用开发成果 5例如，激光的发明曾获得诺贝

尔物理奖 5而大功率连续和脉冲激光器在非常小的

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特殊的高温、高压等离子体

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乃是激光加工（从激光打

标、激光表面处理到激光切割）的根本机制 5而激光

与人体组织的特殊作用，则形成了激光医疗、激光美

容产业 5全息术则获得了另一项诺贝尔物理奖 5近年

来，全息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大规模的防伪、

装饰和包装产业 5激光加工和全息材料正发展成为

中国大恒集团公司的两大支柱产业 5
光电子是物理学中的近代光学和近代微电子

学、半导体物理学交叉而形成的新学科，上一世纪最

后十年在光电子学中获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

果，在信息处理、信息存储、信息显示中形成了一系

列光电子产业 5例如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大屏幕信

息显 示 中，目 前 的 几 个 主 流 方 向：液 晶 投 影 显 示

（:;<）、等离子体显示（=<=）和数字式微反射镜显示

（<><）都是物理学与高分子化学、材料科学等交叉

而形成的直接成果 5
光电子学的另一重大成果是信息传输，例如光

纤通信 5目前成为最热门话题的“全光网”（(**?@16)+(*
786A@BC，DEF），从信息源、信息发射、信息传输到信

息接收四大环节，从有源器件、无源器件、传输介质

到探测器件，包括激光器、调制器、耦合器、分路器、

光纤光缆、光开关、光交叉互连器件、密集波分复用

器件、光探测器等几乎无一例外是半导体物理、新材

料、微电子学和光电子学的新成果 5在国际上，特别

是美国硅谷，以及在中国的“光谷”形成了一批大大

小小的光通信公司 5
以中关村为例，无论是联想、北大方正，还是清

华紫光、同方、四通、中国大恒、时代、三环、希望等公

司，它们的主要产品其技术基础大部分都与物理学

有关，或者就是物理学的直接应用成果 5
正如甘子钊院士指出的“物理学作为一门最基

础的自然科学，它的发展动力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

对真理的非功利的追求 5但是，历史的发展将越来越

有力地证明，正是这种非功利的追求给人类带来最

大的收获 5本世纪发生的主要源于物理学的进展的

技术革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5当代技术进步的

主要推动力来自纯学科的基础研究 5研究室和试验

室中纯学科性的研究转变为重要的应用技术，实际

生产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转化为有基础学科意

义的研究课题，两者关系愈来愈密切，周期愈来愈

短 5”［9］

其次，物理学为高新技术企业准备了干部，造就

了一批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5高新技术企业的

产生机制和运作特点，决定了它们对人才的特殊要

求 5而具有物理学的基础，又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人

才，恰恰是高新技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 5
笔者在中国大恒（集团）公司负责产品出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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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率团参加美国、欧洲举办的激光和光电子国际展

览会，发现许多国外公司的总工程师（!"#），开发部

经理，甚至总裁、董事长都是物理、应用物理或相关

专业的毕业生或博士 $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出

身物理的也不在少数，他们经过了最为系统、最为严

格的科学研究的训练，最具开创能力，不仅在科学研

究、产品开发中具备能力，有的还在科研规划、企业

管理方面具有能力 $物理学可以说是一个创建模型

的科学，从哥白尼的太阳系模型，玻尔、海森伯 % 薛

定谔 % 狄拉克的原子模型，到近代的宇宙大爆炸模

型 $经过物理学训练的人才的优势之一在于善于创

立模型、研究模型、运用模型 $在公司中，具有物理基

础的高级研究开发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不但在产品

开发中建立模型，在科研规划、资金运用中也常常在

建立模型，研究模型，修改模型，根据模型输出的结

果和规律来决策，常常比埋头于事务之中、不大讲究

规律的管理者更加高明 $
在美国的硅谷和我国北京中关村，许多名牌大

学和研究所（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中

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在公司

兼职，其中不少来自物理系、电子工程系或相关专

业，有的教授索性自己开公司，把他们团队的研究成

果、专利带到公司，经过开发成为产品 $在美国常常

看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年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上发表

文章，第二年公司的广告就刊登在商业杂志上，第三

年公司的产品就在市场上销售 $公司赚了钱，继续支

持学校、研究院的研究，形成了看得见的成果 % 产品

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良性循环 $物理系教授不仅把

成果带到高新技术企业中，还把他们驾轻就熟的物

理思想、物理理论和物理模型带到公司中去，形成了

看不见的、但更重要的思维流和观念流，对高新技术

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现代，杰出的基

础科学研究人才和优秀的应用技术开发人才在科学

素质上的要求变得更加一致了”［&］$一些在物理学领

域中作出贡献的高水平科学工作者，往往在高新技

术企业中也是难得的“双肩挑”型高级管理人才 $
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物理学的直接或间接成果、

根据物理学原理所制造的测量仪器、物理学所创造

的方法和模型、物理学培育的人才都发挥着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新的世纪中，物理学毫无疑问仍

将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也将是高新技术企业创

造力和赖以生存的发展基础 $
本期发表的文章正是物理学对高新技术、对高

新技术产业的贡献的提炼、概括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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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大分子的物质波干涉仪

（! "#$$%&<’#(% )*$%&+%&,-%$%& +,& .#&/% ",0%120%3）
多年来，科学家们对粒子，如电子、核子等的波粒二象性有着清晰的认识，通常粒子（电子、核子、甚至于

整个原子）的特性可以用一系列行波在通过格栅或窄缝时的衍射图像来描述 $这些波之间也可以发生干涉，

其结果可用粒子探测器测得 $
维也纳大学的 B$ A>2724C>D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早在 ’((( 年就开始对碳 )* 分子在通过格栅时的衍射图像

进行了研究，最近他们进一步设计与制作了第一台适用于大分子的物质波干涉仪，干涉仪内安有三个较宽的

格栅和比较灵敏的探测装置 $ 利用这台干涉仪，他们对处于温度为 (**E 的碳 @* 分子束进行了实验，此时

碳 @*分子是处于激发态，对应的有 + 个转动模和 &*F 个振动模 $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有可能一方面对原子波

开展研究；另一方面，在热运动及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影响下，大分子波有可能会发生退耦合（也就是说失去

了波动的特征）$但无论如何，这类干涉实验都将对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的交接区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
研究组还准备对更大的化合物或中等大小的蛋白质分子的波动性开展研究 $

（云中客摘自 89:;$G>H$ />II $，’’ J3D=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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