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空
、

低温与����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年第二期
“
科学画报 ” 上刊登了经过推荐和评选的����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

这十项科技成果是
�

� 大型托卡马克聚变反应堆点火成功 �能源技术
，
美国 �

、

磁单极子 的 发 现 �物 理

学
，
美国 �

、
光解水制氢 �能源技术

，
美国 �

、
���人工合成的重大进展一人工合成

醉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 �生物学
，
中国 �

、
� ��结构测定的重大进展一提出���

分子结构的非随机测定法 �生物学
，
中国 �

、

航天飞机投入商业性飞行 �空间技术
，
美

国 �
、
单克隆抗体用于治癌 �医学

，
美国和 日本 �

，

人工制成第���号化�学元�素 �化尝
西德 �

、

激光分离同位素新工艺一原子蒸汽激光浓缩铀方法 �原子能和激沙光�技豆术
，

�美
户月沼呼，

国 �
、

初步查清一些类星体的本原
，
证明了类星体 � ���是一个旋涡星系 �天文学

，
美

国 �
。

这十项科技成果中
，
有两项是我国科学家取得的

。

但是
，
我们不能不看到

，
在尖端

科学和技术科学中
，
美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

，
有六项半是属于美国科学家取得的

。

作为一个真空和低温工作者
，
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中有重大的为世

界所公认的重大突破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

据了解
，
在这次评选过程中

，
也曾提出了好

几项属于真空和低温的最新科技成就
，

但最后没有入选
。

在过去的一年里
，
真空和低温

方面的成果的数量也是惊人的
。

我们也期望从事情报分析的真空和低温工作者能够及时

地整理出来
，
介绍给广大读者

。

在条件允许的时候
，
本刊也准备约请有关同志评选我们

这两个专业的年度性的最新进展
。

在����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中
，
虽然没有直接列入真空

�

与低温方面的成果
。

但却有

五项科技进展与真空
、

低温密切相连
。

没有真空
、

低温技术的配合
，
在这些科研领域要想

取得重要的突破是困难的
。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真空

、

低温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
。

下面我们重点的介绍这五项与真空
、

低温直接有关的重大科技进展
�

第一项是大型托卡马克聚变反应堆点火成功
。

在这项工作中
，
低温真空系统是必不

可少的
，
而且有许多特殊的要求

。

实现可控核聚变反应的方法有磁约束
、

激光打靶
、
重

离子加速
。

在对等离子体进行磁约束的各种装置中
，
最主要的是托卡马克装置

。

这种装

置于��年代首先在苏联建成
，
不过当时的装置很小

。

��
一

丰代中期开始
，
美国耗费巨资

，

在普林斯顿大学建成了一座大型托卡马克聚变反应堆
，
并且在����年��月 �� 日点 火 成

功
，
为控制核聚变反应迈出了乖要的一步

。

第二项是磁单极子的发现
。
����年 �月�� 日

，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凯布雷拉在宇宙线

研究中
，
利用一个巧妙设计的超导线圈发现了一个游荡于宇宙中的磁单极子

。

用实验证实

了著名科学家狄拉克����年的预言
。

真空
、

低温是这 一重要发现的不可少的实验条件
。

第三项是航天飞机投入商业性飞行
。

航天飞机在研制
、

地面模拟试验
、
飞行模拟试

验
、
发射等过程中

，
与真空

、

低温技术关系最为密切
。

也可以说是从��年代人类的空间



一

话动开始以来对真空
、

低温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的继续
。

第四项是第���号化学元素的发现
。

这是在重离子加速器中
，
将铁一�� 的 原子核加

速再轰击秘一�四的靶
，
使两个原子核在高速碰撞下发生瞬时的结合而形成的新原子核

。

由于要产生一个这样的新原子核
，
就需要对靶轰击一个星期之久

，
因此

，
真空低温系统

需要在特定条件下长期运转
。

第五项是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新工艺
。

这是原子蒸气激光浓缩铀的方法
。

与气体扩散

相比较
，

这种方法的生产成本只有它的六分之一
。

在这项工作中
，
低温真空技术是它的

一

重要实险条件
。

从这些简要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真空与低温在现代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我们期

望真空和低温科学取得更新和更重要的成就
。

�本刊评述 �

高速计算机发展动向的展望

����年 �月
，
英国著名的高速计算机设计师吉纳

·

阿姆戴尔曾就高速计算机的发展

动向发表了自己的权威性看法
� “ 硅集路电路将是今后几代高速计算机的最佳赌注

” 。

同

时还认为想用砷化稼或超导约瑟夫逊结代替硅
，
以此作为高速电路的基础的想法是不屑

一顾的
。

阿姆戴尔曾经作为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在该公司任职达��年之

久
。

承担过���一���型通用电子计算机一第一台第三代硅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设计

工作
。

这种计算机迄今仍是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计新型计算机的基础
。
����年

，
这

位资深历厚的设计师离开了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回到英国
。

现在是英国
“
三部曲

”
公

司的经理
。

这家公司希望在����年研制出世界上功率录大的高速通用计算机
。

自从 ���一��� 型计算机问世以来
，
电子学设计师们已经建议改用硅的替 换 材料

来研制计算机的内部数据存贮的新型逻辑电路
。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重视的是约瑟夫

逊结
，
约瑟夫逊结与某些材料在接近绝对零度

， �一 ���
�

��℃ �时的超导特性关系密切
。

����年
，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声称研制出一种约瑟夫逊电路

，
它的开关速度比同体积

的硅器件快��倍
。

阿姆戴尔说
� “

关于约瑟夫逊电路的工作耍广告手腕的为数居多
。

在

本世纪末
， 一

下存在研制出任何约瑟夫逊超导计算机的可能性
。 ”

这位英国科学家还尖锐地指责了知名的日本 �����
��
公司

。

这家日本公司以研制砷

化稼电路而著称
。

阿姆戴尔认为砷化稼电路的研制仅处于初期
，
要取代化硅器件还为期

遥远
。

阿姆戴尔新设计的以硅集成电路为基础的高速计算机已在爱尔兰一家工厂试制
。

成

功的关键在于硅电路的
“ 超高水平

” 的集成化
。
����年 �月初 已研制出第一台样机

，

所

用的计算机程序比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更为先进
。

对于在����年的正式投产持乐观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