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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测不准”与“ 不确定”二词并用

王! 正! 行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

! ! 量子力学作为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已经将近 $#
年了& 而在物理学家当中围绕量子力学却一直存在

激烈的争论，这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争论的根源，

在于坐标与动量这一对观测量在量子力学中是不相

容的，在原则上就不存在同时对这二者进行测量的

实验装置& 在一个测定了动量的态上去测坐标，得到

的是一个概率分布；在一个测定了坐标的态上去测

动量，得到的是另一个概率分布；而在一个任意的态

上去测坐标或动量，得到的一般也是一个概率分布&
这就是所谓粒子的波动性，和对波函数的统计诠释&
由于这个统计诠释，量子力学有波包缩编问题，即关

系到量子力学客观性的测量问题& 也由于这个统计

诠释，量子力学在实质上是非决定论的，而不是许多

人所期待的决定论性的理论& 由测不准和统计诠释

引出的这两个问题就是争论的核心&
海森伯于 "’(% 年发现坐标与动量的测量不相

容，"’(’ 年应邀到芝加哥大学进行系列演讲& 这次

演讲于 "’)# 年同时用德文和英文发表，这就是他的

名著《量子论的物理原理》& 在德文版中，他用的词是

*+,-./011/2-0/，这相当于英文的 0+3-/-410+567& 而在

英文版里用的词则是 *+6-4/50+/7& 由于英文版内容较

详，传播广，影响大，所以国际上多数人说 *+6-4/50+8
/7，而不是 0+3-/-410+567& 其实这两个词意思差不多，

只是 0+3-/-410+567 略带哲学味，而 *+6-4/50+/7 更口

语化& 我国物理学界根据海森伯演讲的基本精神，强

调测量的地位和作用，原来一直把这两个词都译成

“测不准”（见《英汉物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9
年），准确地表达了海森伯的本意& 例如在吴大猷著

《量子力学（甲）》（科学出版社，"’$: 年）第 %$ 页的

一个小标题就是“测不准原理（;40+60;<- => 0+3-/-4108
+567，但常称为 *+6-4/50+/7 ;40+60;<-）”&

国外的情形，其实从 (# 世纪 9# 年代开始，就有

了缓慢的变化& 玻姆（?& @=21）于 "’9( 年提出了一

个可以作决定论诠释的隐变量理论，掀起了关于量

子力学新一轮的争论& 德布罗意马上跟进，重又捡起

他 "’(% 年在第 9 届索尔维会议上被泡利责难的导波

理论& "’9% 年惠勒（ A& B2--<-4）的研究生埃弗雷特

（C& DE-4-//，FFF）发表了对于量子力学的“相对态诠

释”，这在后来到 "’%# 年被德威特（@& G& ?-B0//）和

他的研究生格拉汉（H& I45251）等人进一步发展，改

称为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 埃弗雷特在论文发

表前曾把预印本寄给H& 玻尔征求意见，被玻尔拒绝&
"’J( 年玻尔去世后，好像闸门被打开了一样，

情形有了很大变化& "’J: 年贝尔（A& @-<<）提出了可

以具体用实验来进行检验的著名不等式，掀起了从

理论和实验上进行研究的热潮& 虽然到 "’$( 年阿斯

派特（K& K.;-6/）等人的双光子实验判定量子力学是

对的，但是这股研究热潮并没有减弱，并进一步引发

了交缠态、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等应用研究的热潮&
在理论的物理诠释方面，则是除了玻姆隐变量理论

的决定论性诠释和埃弗雷特 L 惠勒等人的多世界诠

释外，又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最少诠释（10+015<
0+/-4;4-/5/0=+）、实在诠释（ 4-5< 0+/-4;4-/5/0=+）、经验诠

释（-1;04065< 0+/-4;4-/5/0=+）和形式诠释（1=35< 0+/-48
;4-/5/0=+）等一系列与玻尔的哥本哈根诠释和玻恩的

统计诠释相竞争的新的诠释（有人以为玻恩的统计

诠释属于哥本哈根诠释，这是一个误解，不过这不是

本文的话题 ）& 就连 H& 玻尔的儿子 K& 玻尔也参与到

这股热潮中来，与莫特尔森（@& M& N=//-<.=+）等人合

作提出了一个支配量子力学的更深层的原理& 近年

来相继有许多总结介绍这方面工作的专著出版，例

如 "’’$ 年剑桥版米泰斯塔德（O& N0//-<./5-3/）的《量

子力学与测量过程的诠释》，(##" 年世界科技版奥莱

塔（I-++54= K*<-//5）的《量子力学的基础和诠释》，和

(##( 年 荷 兰 克 鲁 汶 科 学 版 德 姆 英 克（B& N& 3-
N*7+6P）的《量子力学基础，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探

索》& 后两本都是 "J 开本洋洋洒洒的宏幅巨著，前者

近千页，后者也有六百多页& 特别是在奥莱塔的书

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讨论测不准原理&
与这种情形相应地，国外文献在用词上也出现

了微妙的变化& 玻姆在反戈前，在 "’9" 年出版的他

的著名教科书《量子理论》中，使用的还是 *+6-4/50+/7
这个词& 他在反戈后，于 "’9% 年出版了专著《近代物

理中的因果与机遇》，从物理学的历史发展这一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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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视角来讨论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问题’ 非决定

论的英文是 ()*+,+-.()(/.’ 在这本书中他把测不准原

理称为 ()*+,+-.()012 3-()1(34+，用 ()*+,+-.()012 这个

词来代替 5)1+-,0(),2，以表明他对量子力学非决定论

性质所持的保留态度’ 所以他使用的这个 ()*+,+-.(6
)012 3-()1(34+，可以译成“非决定性原理”或“非确定

性原理”’ 有意思的是，在德布罗意为玻姆这本书写

的序中，还是混合使用 5)1+-,0(),2 和 ()*+,+-.()012
这两个词：他既说 7+(/+)8+-9:/ 5)1+-,0(),2 3-()1(34+，

又说 0 -+04 ()*+,+-.()012 ;< ,=+ 3=2/(104 /,0,+/ 0)* ;<
,=+(- +>;45,(;)’ 德布罗意说 7+(/+)8+-9 :/ 5)1+-,0(),2
3-()1(34+，这是对海森伯的尊重，因为这是海森伯自

己起的名称’ 他后一句用 ()*+,+-.()012，则是在说量

子力学的非决定论性质’
国外的量子力学教科书，现在一般还是采取德

布罗意的这种态度，仍然使用海森伯起的 5)1+-,0(),2
3-()1(34+ 这个名称，而在做解释的时候，则也用 ()6
*+,+-.()012 这个词’ 不过也有像玻姆那样改称 ()*+6
,+-.()012 的，例如巴棱泰（?’ @’ A044+),()+）的《量子

力学》，就是把一般的测不准关系称为 ()*+,+-.()012
-+40,(;)/，而只是对于坐标与动量的测不准关系才附

带指出“这个公式通常被称为‘ ,=+ 5)1+-,0(),2 3-()1(6
34+’，并冠以海森伯的名字”’ 巴棱泰因为 BCD% 年在

美国《近代物理评论》发表“量子力学的统计诠释”而

开始出名，是研究量子力学基础方面一位有影响的人

物’ 他的这个“统计诠释”不同于玻恩的统计诠释，而

是像莫斯科大学布洛欣采夫的系综诠释那样’ 巴棱泰

并不像玻恩那样把统计性看成是微观物理的基本特

征，而认为这仅仅是系综的统计行为’ 所以，在巴棱泰

的统计诠释里，为决定论留有余地，海森伯测不准关

系所表示的不确定性，不一定是“不能确定”，而很可

能是“没有确定”或“尚未确定”，只是由于还没有建

立个别微观过程的决定论理论’ 巴棱泰的这本书，

BCC% 年由 E-+),(1+ 7044 出第一版，到 BCCF 年大幅度

改写后改由世界科技出版公司（G;-4* H1(+),(<(1）出

版，之后多次重印，并授权在我国大陆地区发行，在

我国有很大影响’
我国的情形，与国外的这种变化并不完全一致’

在 BCCI 年公布的《物理学名词》（科学出版社，BCCD
年）中，只保留了 5)1+-,0(),2 一词，并改译成“不确定

性”，而把 ()*+,+-.()012 一词删去了’ 这既没有反映

国外的这种变化，而改译成“不确定”也不如原来的

“测不准”更符合海森伯的精神’
“测不准”是一个肯定陈述，告诉了读者一件确

定的事，并且点明了这是关于测量的问题，是在测量

中发生的’ 实际上，测不准关系〈（!!"）$〉〈（!!#）$〉1
!$ $ # 中的〈（!!"）$〉〈（!!#）$〉是测量坐标 !" 与动量 !#
的均方差或标准方差，也就是测不准量，“测不准”

不过是它们的直观说法’ 所以，“测不准”也是一个

口语化的词，更接近 5)1+-,0(),2’
而如上所述，与 ()*+,+-.()012 相对应的是 ()*+6

,+-.()(/.，即哲学中的“非决定论”’ 所以，在中文里

略带哲学味的“不确定性”倒是可以看成 ()*+,+-.()06
12 的译名’ 不过，与“测不准”和“非决定”或者“非确

定”这种明显的学术用语不同，“不确定”是一个常用

的生活用语，容易产生歧义’ 按一般的理解，“不确定”

是一个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陈述，没有给读者一个

肯定的答案，给读者留下了不同理解的空间’ 通常可

以在两种不同含义下使用“不确定”这个词’ 我们可以

把它理解为“不能确定”，这就和“测不准”差不多，但

是没有点明是不能在测量中确定，不如说“测不准”直

接和清楚’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没有确定”或“还

不确定”，这就暗示了将来也许还可以确定，为量子力

学的隐变量理论埋下伏笔’ 也许这正符合玻姆与巴棱

泰使用 ()*+,+-.()012 这个词的意思’
“言为心声”，措辞的选择，反映了作者的观点，

特别是对量子力学这样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 在现在

这种情况下，我国老一代物理学家把 5)1+-,0(),2 与

()*+,+-.()012 都按照海森伯的精神译成“测不准”的

做法确实需要修改，以反映国际上的变化’ 问题是，在

中文里主张说“不确定”的人，目的只是为了回避测量

问题，其意思倒不一定是玻姆和巴棱泰的 ()*+,+-.(6
)012’ 所以，我觉得最稳妥的做法，还是仍把 5)1+-,0()6
,2 与 ()*+,+-.()012 并列，译名“测不准”与“不确定”

并用，不要指定哪一个译名与哪一个英文对应’ 这样

做，一方面可以保持强调测量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海森

伯本人的基本精神，而又可以体现对此持保留态度的

一派的观点’ 这就把争论双方的观点都照顾到，为不

同观点的作者提供了选择措辞的可能’
当然，学术问题本来就是百家争鸣，每位作者都

有权选择措辞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就像玻姆

和巴棱泰那样’ 问题是这本《物理学名词》具有某种

权威性，它在还有争论的学术问题上明显地支持一

种意见并不是很明智的做法，会对我国物理学界产

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重新考虑 5)1+-,0(),2
这个词的译名，并仍然把 ()*+,+-.()012 这个词收入’
以上意见若有不妥，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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