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物理学名词

对 !""# 年版物理学名词 $、% 字头词条修订及增补的建议

一- 删除

! . /*+"01- ! 因子

/*+"01)2*")0, +0,3)")0, 因子分解条件

/*" /1*+"*( 胖分形

/*" "01’4 胖环

5617) . 8*,9 7036( 费米 . 杨［振宁］模型

/61107*9,0, 铁磁波子

/)/"! 40’,3 第五声

/0’1 . +0(01 )7*96 四色图

/0’1 . /617)0, ),"61*+")0, 四费米子相互作用

/0’1 . (6:6( 4;4"67 四能级系统

/16<’6,+; 0/ 0#61*")0, 工作频率

=*>4 (*461 砷化镓激光器

=*?01 !0(091*7 伽博全息图

9*(()’7 #!04#!)36 磷化镓

9*(:*,076"61 电流计

=*@ 等于 9*(()’7 #!04#!)36 磷化镓

=*’44 ()9!" 高斯光

9617*,)’7 锗

91*461 等于 9*77*A1*; (*461 "［射线］激光器

二- 修改

/*+6 . +6,"6163 (*"")+6 面 心 格 条，改 为 /*+6 . +6,"6163 +’?)+
（5BB）(*"")+6 面心格［子］

/*4" 50’1)61 "1*,4/017 快速傅里叶变换条，加缩写（55C）

涉及 56;,7*, 条，均将费恩曼改为费曼

/)36()"; 保真性条，中文改为 D，保真性；E，保真度

/)6(3 +0116+"01 象场校正器条，“象”改“像”

/)6(3 /(*""6,),9 (6,4 平［象］场透镜条，“象”改“像”

/)("61 滤波器条，中文改为 D，滤波器；E，滤光片

/(*",644 0/ /)6(3 象场平度条，“象”改“像”

/(’F +166# 磁通蠕变条，“蠕变”改“蠕动”

/(’F 910%"! 熔盐生长条，中文加“又称助熔剂生长”

/16<’6,+; 30%,+0,:614)0, 降频转换条，中文加“又称频率下转

换”

/16<’6,+; ’#+0,:614)0, 升频转换条，中文加“ 又称频率上转

换”

/1),96 +0,"1*4" 条纹衬比度条，“衬比度”改为“对比度”

/10,")61 01?)"*( 前沿轨函条，中文改为：前沿轨［道］函［数］

/’(( %)3"! *" !*(/ 7*F)7’7 半高宽条，英文加缩写：［5GHI］，

中文改为：半峰全宽

/’4)0, 熔化条，中文改为：D，熔化；E，聚变

/’4)0, 16*+")0, 熔合反应条，中文改为：D，聚变反应：E，熔合反

应

=*’44 "!60167 高斯定理条，英文又称：=*’44 (*%

963*,J6, 6F#61)76," 理想实验条，中文改为：思想实验，又称

理想实验

96,61*()2*")0, 推广条，中文改为：D，广义；E，普遍化；K，推广

96,61*()263 1*3)*,+6 广义辐射亮度条，中文去掉亮字

［96,61*()263］4’4+6#")?)()"; 响应率条，去掉方括号

96,61*")0, 代（夸克和轻子的）条，中文改为：D，产生；E，发生；

K，代（夸克和轻子的）

96,61*"01 发电机条，中文改为：D，发电机；E，发生器；K，生成

元

96076"1)+*( *?611*")0, 几何象差条，中文“象”改“像”字

=)??4 /166 6,619; 吉布斯函数条，中文改为：吉布斯自由能

=LI 76+!*,)47 =LI 机理条，英文改为：=(*4!0% . L()0#0’(04
. I*)*,)（=LI）76+!*,)47
=01MJ0: 6<’*")0, 戈里科夫方程条，改为：=01J0: 6<’*")0, 高里

科夫方程

910’# :6(0+)"; 群速条，中文改为：群速［度］

910%"! 0/ 4),9(6 +1;4"*(4 单晶生长条，改为：910%"! 0/ +1;4"*(4 晶

体生长

三- 新增

/ . 4’7 1’(6- / 求和规则

/*+6 . +6,"6163 01"!01!07?)+ (*"")+6 面心正交格［子］

/*+6 . 0, 正向

/*+4)7)(6 传真，英文简写为 /*F
/*+’(* 光斑

5*!16,!6)" "!617076"61 华氏温度计

/*)," 0?N6+" 暗天体

/*, 3)*91*7 扇形图

5 . +6,"61- 5 中心

56,0 (),64!*#6- 56,0 线型

56,0 1640,*,+6- 56,0 共振

/*, 4#), 01361 扇状自旋有序

/*1*3（5）法拉（电容单位）

5*1*3*; 36#0(*1)2*")0, 法拉第退偏振

5*1*3*; (*% 0/ 6(6+"10(;4)4 法拉第电解定律

/*1 . /107 . 6<’)()?1)’7 4;4"67 远离平衡态系统

/*1 . 4)36 背面（ /*1 . 4)36 0/ "!6 700,，月球背面）

/*1 . ’("1*:)0(6"（5OP）远紫外

/*4" /)44)0, 快裂变

/*")9’6 +1*+J 疲劳裂纹

/*")9’6 /1*+"’16 疲劳断裂

/*")9’6 4"16,9"! 疲劳强度

/663［40’1+6］馈源

/66361 馈线

/67"0（ /）飞（ Q DR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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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852739 *./85 8(1*03: 飞秒脉冲成形

;5<60 1:5 费米［中子］年龄

;5<60 1:5 = 9044.8073 5>.1)073 费米年龄扩散方程

;5<60 1<2 费米弧

;5<60 27.*/03: 2738)13) 费米耦合常数

;5<60 535<:? 费米能量

;5<60 :18 费米气体

;5<60 :7/953 <./5 费米黄金定则

;5<60 /0>.09 费米液体

;5<60 /0>.09 *1<165)5< 费米液体参数

;5<60 /77* 费米环

;5<60 *703) 费米点

;5<60 )<1380)073 费米跃迁

;5<60 @12..6 费米真空

;5<60 @5/720)? 费米速度

;5<60 ,1@5/53:)( 费米波长

;5<60 ,1@5 @52)7< 费米波矢

;5<60A8 :7/953 <./5 费米黄金规则

45<<05/52)<02 2<?8)1/ 亚铁电晶体

45<<061:35) 亚铁磁体

45<<75/52)<02 铁电体

45<<75/52)<02 2<?8)1/ 铁电晶体

45<<761:35) 铁磁体

45, = 2?2/5 *./85 少周［期］脉冲

45, 3.2/573 )<13845< 少［数］核子转移

;5?3613 *1)( 费曼路径

;5?3613 *1)( 03)5:<1/ 费曼路径积分

40B5< 2<788 273352) 光纤交叉连接

40B5< :<1)03: 光纤光栅

;0B731220 85>.5325 斐波那契序列

409.201/ 2734095325 B1< 置信棒

409.201/ *703) 基准点

405/9 03)5380)? 场强

405/9 >.13)0C1)073 场量子化

405/9 >.13).6 场量子

405/9 8)<53:)( 场强

40:.<5 74 65<0) 又称 >.1/0)? 412)7< 品质因数

40/1653)! D，丝；$，丝极

4030)5 = 16*/0).95 ,1@5 有限振幅波，又称大振幅波

4030)5 = 90445<5325 65)(79 有限差分方法

4030)5 5/5653) 65)(79 有限元法

4030)5 80C5 54452) 有限尺寸效应

4030)5 = 80C5 821/03: 有限尺寸标度

40<8) 1**<7E061)073 一级近似

40<8) F<0//7.03 C735 第一布里渊区

40<8) *703) 74 G<058 春分点，英文又称：@5<31/ 5>.037E
40<8) *703) 74 H1325< 夏至点，英文又称：8.665< 87/8)025
40<8) *703) 74 H1*<027<3.8 冬至点，英文又称：,03)5< 87/8)025

40<8) *703) 74 I0B<1 秋分点，英文又称：1.).631/ 5>.037E
;08J5 8)5*8 费斯克台阶，又称自感应台阶

40880/0)? 易裂变性

4088073 D，裂变；$，分裂

4088073 08765< 裂变同质异能素

4088073 3.2/095 裂变核素

4088073 <512)7< 裂变反应堆

4088073 = 8*52)<.6 35.)<73 裂变谱中子

4088073 )<12J 91)03: 裂变径迹年代测定

40))03: 2.<@5 拟合曲线

40@5 = 47/9 8?665)<? K 重对称

40E59 = <13:5 (7**03: 定程跳跃

4/18( 6567<? 闪速存储器，简称闪存

4/1) 8*52)<.6 平谱

4/1))5303: 412)7< 扁率

4/71)03: *<7B5 浮置电极，又称浮置探针

4/71)03: *(185 浮置相

;/7>.58) )(57<56 弗洛开定理

4/7, <5808)1325 流阻

4/.2).1)03: ,1// 涨落壁

4/.2).1)073 涨落（统计物理〕，又称起伏（声学〕

4/.5325 注量

4/.7<5825325 *<7B5 荧光探剂

4/.E! D 通量，又称流量；$，注量率；"，焊料；’ 助熔剂

4/.E B.39/5 磁通束

4/.E 4/7, 16*/0405<（;;G）磁通流放大器

4/.E 4/7, 7820//1)7<（;;L）磁通流振荡器

4/.E 4/7,)<13808)7<（;;M）磁通流三极管，又称涡旋流三极管

（@7<)5E 4/7, )<13808)7<）
4/.E = /035 /1))025 磁通线格子

4/.E /035 磁通线

4/.E ).B5 磁流管

4/.E >.13).6 磁通量子

4/.E >.13)0C1)073 磁通量子化

4716 泡沫

4721/ *703) 焦点

4721/ <1)07 焦比

472.8D，焦点；$，震源

47/903: F<0//7.03 C735 折叠布里渊区

47<B09953 B5)1 9521? 禁戒 ! 衰变

47<5218) 预报

47<,1<9 B018 正向偏压

47.< = N785*(873 O.32)073 /7:02（’NI）四约瑟夫森结逻辑门

;7.<05< 131/?808 傅里叶分析

;7.<05< )<13847<6 傅里叶变换

;7.<05<［ )<13847<6］3.2/51< 61:35)02 <58731325 傅里叶［变换］

核磁共振

;7.<05<［)<13847<6］P1613 8*52)<7827*? 傅里叶［变换］拉曼谱学

·!""·

物理学名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0 #0/12 32"!/4 四探针法

./’0 5 "203),*( 026)6"*,+2- 四端电阻

.0*+")/,*( +!*), 7)2(4 相对链产额

.0*+")/,*( +’3’(*")82 7)2(4 分积累产额

.0*+")/,*( 4)6")((*")/, 分馏

.0*+")/,*( ),42#2,42," 7)2(4 分独立产额

.0*+")/,*( 6"*")6")+6 分数统计法

.0*932," :，碎片；;，片段

<0*,+= 5 >/,4/, #0),+)#(2 弗兰克 5 康登原理

.022 2(2+"0/, *##0/?)3*")/, 自由电子近似

.022 2(2+"0/, 9*6 自由电子气体

.022 2,2097 自由能

.022 5 .022 "0*,6)")/, 自由 5 自由跃迁，又称自由态间跃迁

.022(7 .*((),9 1/47 自由落体

.022 0*4)+*( 自由基

.022 6#2+"0*( 0*,92 自由光谱范围

.022@),9 #/)," 凝固点

<02,=2( 2?+)"/, 弗仑克尔激子

.02A’2,+7 +/,8206)/, 频率转换

<02A’2,+7 4)8)6)/, 3’(")#(2?),9 频分复用

.02A’2,+7 B)""20 频率抖动

.02A’2,+7 3’(")#()+*")/, 倍频

.0)+")/, 摩擦

<0)242( /6+)((*")/,- <0)242( 振荡

<0)242( 6’3 0’(2- <0)242( 求和规则

<0/!()+! ),"20*+")/,- <0/!()+! 相互作用

.0/," 82(/+)"7 波前速度

.0’6"0*"24 3*9,2" 窘组磁体

.’2( +2(( 燃料电池

<’(42 5 <2002(( 6"*"2- <’(42 5 <2002(( 态

.’((202,2 富勒烯

.’,+")/, 函数

.’,+")/,*( :，泛函；;，功能（的）

.’,4*32,"*( ),"20*+")/, 基本相互作用

.’,4*32,"*( 6#*+2 5 .)((),9 3/42 基本空间填充模

.’62:，熔解；;，保险丝

.’624 6)()+* 熔融石英

.’6)/, 02*+"/0 聚变［核反应］堆

.’@@7 ),./03*")/, 模糊信息

.’667 3*"!23*")+6 模糊数学

9*), 5 +(*3#),9 增益箝位

9*), 2..)+)2,+7 增益效率

C*("/, #(*"2 伽尔顿板

9*33*（!）伽马（地磁场强单位 ! D ,E）

9*33* 0*7- ! 射线

9*# :，隙；;，能隙

9*# *,)6/"0/#7 能隙各向异性

9*# #*0*32"20 能隙参数

9*62/’6 6"*"2 气态

9*"2- :，门；;，栅（极）

9*"2 8/("*92 门电压

9*’92 67332"07 规范对称性

9*’66（C）高斯（磁感应强度单位 :C D :F 5GE）

C*’66)*, .(’+"’*")/, 高斯涨落

C*’66 (*% 高斯定理

C*’66 6’0.*+2 高斯面

92,20*()@24 H*(320 ./03’(* 广义巴尔末公式

92,20*()@24 %/0= 广义功

92,20*( 02.0*+")82 ),42? 广义折射率（量子信息）

92/3*9,2")+ 42+(),*")/, 地磁偏角

92/3*9,2")+ ),+(),*")/, 地磁倾角

92/32"0)+*( 6"0’+"’02 .*+"/0 几何结构因子

92/32"0)@*")/, /. 90*8)"*")/, 引力几何化

C203*, 6)(820 德银

9 5 .*+"/0- 9 因子

9 5 .*+"/0 /. 2(2+"0/,6 电子的 9 因子

9 6!)."- 9 移位

9!/6" )3*9),9 鬼成像

9)*," 3*9,2"/026)6"*,+2（CIJ）巨磁电阻

C)*2820 "’,,2(),9 盖沃尔隧穿（单电（粒）子隧穿）

C)116 2,6231(2 吉布斯系综

9)(120" 吉尔（磁通势单位）

C),@1’09 5 K*,4*’ +/!202,+2 (2,9"! 金兹堡 5 朗道（CK）相干

长度

C),@1’09 5 K*,4*’ 2A’*")/, 金兹堡 5 朗道（CK）方程

C),@1’09 5 K*,4*’ 5 L10)=/6/8 C/0=/8 "!2/07（CKLC）金兹堡

5 朗道 5 阿布里科索夫 5 高里科夫理论

C(*, 5 E!/3#6/, #0)63 格兰 5 汤普森棱镜

C(*, 5 E*7(/0 #0)63 格兰 5 泰勒棱镜

9(*66 #!*62 玻璃相

9(*667 +20*3)+6 微晶玻璃

9(*667 32"*( 玻璃态金属

C(*’120 6"*"2 C(*’120 态

9()42 *?)6 滑移轴

9()42 (),2 滑移线

9(/1*( #!*62 整体相位

9/,)/32"20 测角器

90*424 1*,49*# (*720 缓变带隙层

C/0"20 5 >*6)3)0 "%/ 5 .(’)4 3/42( 高特 5 卡西米尔二流体模

型

90*424 ),42? (2,6（CJMN）梯度折射率透镜

90*4)2," /. 2(2+"0)+ #/"2,")*( 电势梯度

90*3 5 3/(2+’(2 克分子，摩尔（3/(2）

90*,4 .022 2,2097 巨自由能

90*,’(*0 3*""20 颗粒物质

90*,’(*0 6’#20+/,4’+"/0 颗粒超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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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6 颗粒

4513./150)7 颗粒性

4513./15 86)1/ 颗粒金属

451*(0)6 石墨

451*(0)6 9)5.2).56 石墨结构

451*(［线］图

451*( 9)1)6 图态

451:0)1)0;31/ <6=/62)0;3 ;= /04() 光线的引力偏折

451:0)7 1226/651)0;3 重力加速度

>517 2;<6 格雷码

451?034 134/6 @，掠射角；$，擦边角

45663(;.96 6==62) 温室效应

45;.* 03<6A ;= 56=512)0;3 群折射率

45;.* )(6;57 群论

45;.* :6/;20)7 <09*6590;3 群速度色散

45;,)( 生长

4.69) (;9) /0B.0< 2579)1/ 宾主型液晶

4.0<6< ,1:6 ;*)029 导波光学

475;92;*02 6==62) 回转效应

四! 待定

=5.9)51)0;3 窘组条，中文改为 @，窘组；$，用“阻挫”，或“ 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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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物理新闻和动态·

物理学家、音乐家和乐器大师共奏和谐交响乐章

音乐学，按照学科分类，既属于艺术类又属于科学类- 例如，音律（ ).3034）在 @& 世纪以前主要是从数学的角度来

研究的- 最近，麻省理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科学史专著 !"#$%&’%() *#’"+)- 在书中作者 C7/69 D12E9;3 对“@F 世纪德国，

物理学家、音乐家和乐器制作大师，在声学、力学、音乐乃至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协同努力和相互促进”进行了剖析- D12EG
9;3 是 H0//186))6 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大提琴手- 对于这本书，有专家评论说，应该感谢麻省理

工出版社，D12E9;3 的故事将使每一位对音乐、技术和科学三者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受益-
该书中的精彩故事有：!物理学家 I- J(/1<30 将沙子撒在振动的盘子上，用以展示波运动的美妙图象- "自然科学

家亚历山大·洪堡邀请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谱写“ 节日合唱”，作为日后例行同行集会上的“ 同一首歌”———以

歌言志- #乐器为物理学家提供了实验系统- 物理学家 H0//(6/8 韦伯，以绝热过程取代先前牛顿所假定的等温过程，

（通过比热）研究各种气体中的声速，进而改进了管风琴的声效- $在音高（*0)2(）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曾有巴黎（ 主

张：中央 J 上面的 K，频率为 ’"LM?）和伦敦（ K N ’LLM?）之争- 然而，老前辈莫扎特自己使用的音叉，却是 K N
’$$M?- 许多现代音乐人认为：莫扎特、格鲁克和贝多芬等大师，之所以宁愿用较低的音高，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演唱者

业已绷紧的歌喉，唱丢了韵味- %在 @F 世纪的欧洲，十二平均率已被普遍采用- 乐器大师 D- M- O2(60P/65 打造的高精度

音叉，使键盘乐器的定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物理学家能够使用力学

原理解释音乐的演奏技巧吗？" 帕格尼尼和李斯特的演奏魔力是可以量化的吗？

（戴闻 编译自 Q1).56，$%%&，’’#：@’%；R(6 CSR T5699 网页）

延长自旋寿命

为了利用电子的自旋来储存和处理信息，要求电子自旋比较稳定，不容易受干扰- 确定电子自旋稳定性的最重要的

性质是其自旋弛豫时间- 当自旋发生弛豫的时候（ 例如自旋因受到周围环境的扰动而发生变化），储存在自旋中的编码

信息会丢失- 因此希望电子自旋的弛豫时间越长越好-
美国的研究人员制作了一个直径为 L% 纳米的纳米丝自旋管，这是一种由于与自旋相关的效应，其阻抗在磁场中会

发生变化的装置- 这种自旋管由夹在两个铁磁性电极之间的一片有机半导体组成- 可以通过测量自旋管的阻抗变化来确

定自旋在有机纳米丝中的弛豫时间- 通常在大多数材料中自旋的弛豫时间在几纳秒到几微秒之间- 但是在这种有机纳米

丝自旋管中自旋的弛豫时间可以长达 @ 秒钟- 此外，在温度达到 @%%U 时，自旋的弛豫时间也不受多大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在他们研制的材料中，自旋的弛豫时间之所以很长是因为自旋趋向于处在与扰动相隔离的状态- 他

们还发现，引起自旋弛豫的主要机制是电子在通过材料时与其他电子或障碍物发生的碰撞- 这一发现使研究者能找到一

些新的方法进一步延长自旋弛豫时间- 有关论文发表在 Q1).56 Q13;)62(3;/;47，<;0@%@%"V W 33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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