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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学的更多的进展
第５届国际ＩＳＡＡＣ会议论文集
ＨＧＷ贝格尔等　　编
　　本书是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５－３０日在意大
利Ｃａｔａｎｉａ举行的第５届国际ＩＳＡＡＣ（分析
学及其应用和计算协会）会议的论文汇

编，这个国际数学活动始于１９７７年，每两
年１次。本届会议规模较大，与会者３５０
多人，来自世界各地。

　　本书共收论文１４５篇，反映了自上届会
议以来国际数学界在分析学领域的丰硕研

究成果。这些论文侧重偏微分方程，但也涉

及分析学的其它各个方面，包括函数空间、算

子理论、积分变换和积分方程、位势理论、复

分析、随机分析、逆问题、齐性化、连续力学、

数学生物学及医学等等。卷首有３篇短文，
分别祝贺俄罗斯数学家 Ｏ．Ｖ．Ｂｅｓｏｖ荣获
ＩＳＡＡＣ荣誉会员称号，俄罗斯数学家Ｖ．Ｉ．Ｂｕ
ｒｅｎｋｏｖ（ＩＳＡＡＣ副理事长）６５寿辰及美国数学
家Ｒ．Ｐ．Ｇｉｌｂｅｒｔ７５寿辰。正文论文分两大类：
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大会报告共５篇，它
们是：（１）Ｖ．Ｉｓａｋｏｖ，Ｃａｒｌｅｍａｎ估计及对延拓
和逆问题的唯一性的应用；（２）Ａ．Ｍ．Ａｎｉｌｅ和
Ｖ．Ｒｏｍａｎｏ，从微电子学到毫微电子学：数学
的挑战；（３）Ｇ．Ｃ．Ｈｓｉａｏ和Ｗ．Ｌ．Ｗｅｎｄｌａｎｄ，双
调和方程的Ｃａｌｄｅｒｏｎ投影子的特征；（４）Ｓ．
Ｃｈｅｎ由障碍产生的激反射；（５）Ｏ．Ｖ．Ｂｅｓｏｖ，
具有定常的和可变的光滑性的带权函数空

间。分组报告共四组，每组又按内容划分为

若干个子组。第一组包括可微函数空间、可

变指数分析、再生核、积分变换以及它们的应

用，还包括Ｔｏｅｐｌｉｔｚ型算子、小波、伪微分算
子、随机分析。第二组包括偏微分方程定量

分析、边值问题和积分方程、非线性椭圆和抛

物问题、非线性方程的变分方法。第三组以

复分析为主，如偏微分方程中的复分析和泛

函分析方法、应用科学中的复分析方法、值分

布理论、函数的几何理论、Ｄｉｒａｃ算子和位势
理论等。第四组包括逆问题的理论和数值

方法、数学生物学和医学应用。

　　本书所收论文不都包含定理证明，相
当一部分是扩展了的简报。本书可供数

学科研人员、研究生参考。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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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学的进一步进展
第６届国际ＩＳＡＡＣ会议论文集
ＨＧＷ贝格尔等　　编
　　本书是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１８日在土耳
其安卡拉举行的第６届国际 ＩＳＡＡＣ（分析
学及其应用和计算协会）会议的论文汇

编。本届会议规模与上届类似，正式与会

人数３０３人，来自５５个国家（地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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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共选论文８１篇，其中大会报告４篇，作
为分组报告，按内容划分为１７类，但此处
只选收１２组。论文涉及到分析的各个方
面，主要是偏微分方程、函数空间、算子理

论、积分变换和积分方程、位势理论、复分

析、逆问题、泛函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以

及可积系等等。多数论文包含定理证明

或主要结果的证明，较为完整。４篇大会
报告是：（１）Ｇ．Ａ．Ｂａｒｓｅｇｉａｎ，几何学的不同
分支中的一些互相关联的结果；（２）Ｗ．Ｄ．
Ｅｖａｎｓ，关于 Ｈａｒｄｙ和 Ｒｅｌｌｉｃｈ不等式的一
些近期结果；（３）Ｊ．Ｓｊｏｓｔｒａｎｄ，非自伴算子
的一些结果概述；（４）Ｃ．Ｙ．Ｙｉｌｄｉｒｉｍ，素数
分布：猜想与迄今为止可以证明的事实。

分组标题是：解析函数空间及其算子；Ｃｌｉ
ｆｏｒｄ代数与四元数分析；复分析与位势理
论；应用科学中的复分析方法；偏微分方

程中的复分析方法和泛函分析方法；色散

方程；泛函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的振荡；

再生核；多实变量可微函数空间及其应

用；数值泛函分析；可积系等。

　　本书可供有关领域数学科研人员和
研究生参考。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ＺｈｕＹａｏ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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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算子方法
逼近与正则化

ＭＴ奈尔　　著
　　科学和工程中许多问题常常通过数
学表述为算子方程 Ｔｘ＝ｙ，其中 Ｔ是某些
空间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算子。在实际

问题中，由于问题的物理限制往往不值得

或不可能去寻求方程的精确解，而是应用

数值方法近似地求解。我们要求知道近

似解如何逼近精确解，并估计相应的误

差。本书的主题就是对于线性算子方程

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所用数学工具

主要是泛函分析，也涉及数值分析的基础

知识。本书前身是作者１９９３年在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讲学的讲稿，以研究生为主要

对象。

　　全书由５章组成。１引论，着重给出
方程的适定性和不适定性概念，并列举一

些重要例子；２全书主要预备知识，给出
泛函分析的基本结果，包括三个方面：空

间和算子概念，一些重要定理（一致有界

原理、闭图象定理、Ｈａｈｎ?Ｂａｎａｃｈ定理及
Ｒｉｅｓｚ表示定理等），以及算子的谱理论；
３论述适定方程的近似求解方法，讨论了
收敛性和误差估计、解的稳定性条件及定

性收敛性质等；４研究不适定方程的近似
解及其正则化；５给出正则化近似方法，
讨论近似特殊的算子方程的求解问题。

　　本书所需预备知识不多，论述的深度
适中，易于初学者阅读，可作为有关专业

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科研人员参考。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ＺｈｕＹａｏ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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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 Ｉｓｃｈｉａ群论会议文集
Ｍ比安奇等　编
　　本书书名中所说的Ｉｓｃｈｉａ群论会议是由
意大利数学界举办的学术活动，始于２００４
年，每２年１次，在意大利拿不勒斯的Ｉｓｃｈｉａ
举行。本次（第３次）会议会期为２００８年４
月１－４日，交流了近几年意大利及欧洲数学
界在群论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共收论文２１篇，作者多为意大利
及欧洲国家的数学家，其中一些是当代群

论研究的领军人物。这些论文的主题聚

集于人们感兴趣的一些群论课题，如特征

理论、组合群论、群簇、共轭类、投射有限

等与群有关的图论问题、子群结构及表示

论等。部分论文作者和题目如下：①Ａ．Ｂ．
?Ｂｏｌｉｎｃｈｅｓ等，有限群的非正规极大子群；
②Ｔ．Ｃ．?Ｓｉｌｂｅｒｓｔｅｉｎ等，有限Ｇｅｌｆａｎｄ对的例
子和应用；③Ｄ．Ｃｈｉｌｌａｇ，Ｂｌｉｃｈｆｅｌｄｔ型同余
及其它闭特征—共轭类的类似；④Ｆ．Ｄ．
Ｖｏｌｔａ等，由无序关系定义的置换群；⑤Ｗ．
Ｈｅｒｆｏｒｔ，连通无向投射有限图的基本群；⑥
Ｄ．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ｅ，与群相关的图；⑦Ｏ．Ｈ．Ｋｅｇ
ｅｌ，无限对称群的正则极限；⑧Ａ．Ｌｕｃｃｈｉｎｉ
等，与有限群的生成图有关的一些结果和

问题；⑨Ｍ．Ａ．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有限酉群的幂单
特征的极小不可约性；⑩Ｌ．Ｓａｎｕｓ实特征
与次数概观；瑏瑡Ｐ．Ｓｈｕｍｙａｔｓｋｙ等，群簇与
限制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问题；瑏瑢Ｍ．Ｃ．Ｔａｍｂｕｒｉｎｉ，整
数上的矩阵群的（２，３）重成；瑏瑣Ｔ．Ｗｅｉｇｅｌ，

ｐ?射影群和投射ｐ?树。
　　本书提供一些新的群论结果和新的
研究问题，可供群论专业科研人员和研究

生参考。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ＺｈｕＹａｏ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ＡＳ）

Ｄｅｎｉｓ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Ａ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０８，２５８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８３５２８４

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

的前沿
Ｄ勃拉克摩尔等　　编
　　本书是第５届与本书同名的学术会议
（ＦＡＣＭ’０８）的论文选编。这次会议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２１日在美国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
技术学院举行，也是庆贺 Ｄ．Ｓ．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
教授７５岁寿辰的一次活动。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长
期担任该校数学系主任和应用数学所所

长。本书卷首有１篇专文介绍他的生平和
学术活动，还汇集了该校现任校长及兄弟

院校校领导的贺辞。正文共收论文２７篇。
它们着重研究一些交叉学科的实际问题，

涉及数学生物学、数学流体动力学、应用

统计和生物统计学以及波和电磁学等。

作者中不乏有关领域的领军学者。论文

中提出一些公开问题，对应用数学家很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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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

　　论文分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两类。３
篇大会报告是：①Ｆ．Ｈｏｐｐｅｎｔｅａｄｔ，多标度
方法，计算机模拟及数据开采：差分方程

和更新方程；②Ｐ．Ｋ．Ａｅｎ，计算生物学和生
物信息科学中的生物随机性；③Ｊ．Ｍ．
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ｅｃｋ，非线性３维自由曲面流的
研究 。其余部分论文题目如下：①Ｒ．Ｂｅｒ
ｔｒａｍ，脑垂体细胞中的破裂；②Ｒ．Ｂａｒｒｏｓ
等，双层流的双曲性；③Ｐ．Ｌ．Ｃｈｏｗ，某些随
机振动的非线性波方程的渐近解；④Ｊ．Ｋ．
Ｇｈｏｓｈ等，混料模型中估计混合分布的两
个快速算法；⑤Ｃ．Ｋｎｅｓｓｌ等，计算机科学
中出现的一些非线性递推；⑥Ｓ．Ｇｅｍｍｒｉｃｈ
等，球Ｓ２上Ｌａｐｌａｃｅ?Ｂｅｌｔｒａｍｉ?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问题
的边界积分策略；⑦Ｒ．Ｊｏｒｄｅｎ等，财金数
学中的渐近逼近。

　　本书可供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专
业科研人员、研究生以及生物、医学等领

域科技人员参考。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ＺｈｕＹａｏ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ＡＳ）

Ｐａｌｌｅ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ｅ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Ｉｏｗａ，ＵＳＡ

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３８１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７０７０００

计算科学的最近进展
Ｐ乔根森等　　编
　　本书是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３１日在中国

北京举行的计算数学与教育国际学术会

议（ＩＷＳＥＣ）的论文选编。这次会议是在
林群院士建议下由我国首都师范大学及

美国Ｏｈｉｏ大学联合举办的，会议的目的是
推动计算数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交流，加强

国内外同行间的学术交往，并探讨与大学

数学教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与会者１００多
人，来自１２个国家和地区（东亚、南亚、中
东、欧美澳等）。

　　本书共收论文２４篇，涉及计算科学的
各个方面，给出有限元方法、有限体积方

法及样条理论等研究的新的进展，如活动

网格方法、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格式、梯度方法、混合
有限元访求、超收敛技术以及小波分析、

逼近论、偏微分方程的计算问题等。这些

论文中有代表性的：①Ｍ．Ｂｅｎ?Ａｒｔｉｚｉ等，广
义Ｒｉｅｍａｎｎ问题：从标量方程到多维流体
动力学；②Ｓ．Ｇａｎｅｓａｎ等，模拟固体曲面上
液滴侵害的有限元方法；③Ｐ．Ｙｕ等，活动
网格方法对位相场方程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谱逼近
的应用；④Ｋ．Ｂａｕｍｂａｃｈ等，发展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格式与不连续 Ｇａｒｌｅｕｋｉｎ格式的比较 ；⑤
Ｓ．Ｊｉａ等，混合有限元方法的超收敛性的一
些 进 展；⑥ Ｍ．Ｊ．Ｍｏｈｌｅｎｋａｍｐ 等，
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的 Ｇｒｅｅｎ迭代的收敛性；
⑦Ｚ．Ｚｈａｎｇ等，Ｈｉｌｂｅｒｔ大空间中的一个逼
近公式；⑧Ｈ．Ｇｕｏ等，结构数据最小二乘
算法及其在数字滤波中的应用；⑨Ｇ．
Ｓｔｒａｎｇ，线性代数：乐于应用数学的一个机
会；⑩Ｑ．Ｌｉｎ，计算精确性。书中关于数学
教学的论文只选了一篇，瑏瑡Ｐ．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在
国际大学系统中各种水平的数学教学及

其与研究工作和当前技术趋势间的联系。

　　本书可供计算数学领域科研人员、研
究生等参考。

朱尧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ＺｈｕＹａｏｃｈ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ＣＡ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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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Ｇｒｉｏ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ｄｅｇｌｉＳｔｕｄｉｄｉＰａｄｏｖａ
Ｉｔａｌｙ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
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ｉｄｓ
２００８，２１３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０９５９４５

超流宏观理论
Ｇ．Ｇｒｉｏｌｉ　　编
　　前苏联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卡皮察
于１９３７年在实验中观察到：当温度降到
２．１７Ｋ时，液氦（Ｈｅ４）能沿极细的毛细管
（管径约０．１微米）流动而几乎不呈现任
何粘滞性，这就是超流现象的最早发现。

随后，一系列实验进一步证实液氦从原来

的正常流体突然转变为 “超流体”，还具

有许多极不寻常的性质，引起了科学界极

大的关注。理论家们从宏观的唯象理论

以及微观的量子理论都进行了大量的深

入研究工作，迄今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

与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密切相关的宏观量
子效应。因为这一发现，卡皮察于１９７８年
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本书是基于意大利罗马的林切国家
科学院于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９３１日召开的“超
流宏观理论”国际会议上，在该领域居领

先地位的几位科学家所发表的讲演编撰

而成的。他们全面地评介了当前超流的

宏观理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些研究课

题，其中包括孤子、流体力学和超流的一

些非线性问题、湍流、热力学、第一和第二

类声波以及超导和超流的比较。作者们

既报告了一些最新的实验结果也详细的

阐述了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

　　本书共收编了１０篇论文，它们分别为：
Ｓ．Ｊ．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ｎ和Ｐ．Ｈ．Ｒｏｂｅｒｔｓ，非线性
经典场的元激发和Ｈｅ４超流理论；Ｍ．Ｃｅｒ
ｄｏｎｎｉｏ，超流 Ｈｅ４中的宏观量子效应：经典
的和最近的实验；Ｈ．Ｂｏｎｅｒ等，液氦的一些
流体力学问题；Ｉ．Ｍｕｌｌｅｒ，推广的热力学和
ＨｅＩＩ中的第二类声波；Ｆ．Ｖｉｄａｌ，液态 Ｈｅ４

中正常超流相变附近高频第一类声波的传

播；Ｇ．Ｂｏｉｌｌａｔ，超流方程的双曲和对称形式；
Ｍ．ｆａｂｒｉｚｉｏ，超导和超流的唯象理论；Ｔ．
Ｒｕｇｇｅｒｉ，借助推广热力学的强简并气体的
宏观方法；Ｂ．Ｃ．Ｃｏｌｅｍａｎ等，与固体中第二
类声波相关的非线性效应；Ｒ．Ｊ．Ａｔｋｉｎ和
Ｎ．Ｆｏｘ，超流氦中一些非线性现象。
　　对于超流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相关专
业的高年级研究生，本书是一部极有价值

的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ＬｅｏｎａｒｄＭ．Ｓ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ＵＳ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９，２７４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８７２９０４

高等凝聚态物理
Ｌ．Ｍ．Ｓａｎｄｅｒ　　著
　　凝聚态是由大量的原子和分子“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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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的状态，固体和液体是最典型的

实例。由于集团效应起决定性的作用，这

样系统的物理与个体或少体的分子或原

子物理完全不同。凝聚态物理涵盖的领

域极为广泛，它包括传统的固体物理（如

晶体物理）、磁性、流体力学、弹性理论、材

料物理、聚合物物理以及一些生物物理。

而实际上这些领域之间，使用的工具和技

巧有不同程度的重叠。

　　本书是基于作者在美国密歇根大学
物理系多年讲授凝聚态物理研究生课程

的经验编写的一部教科书。作者尝试不

采用诸如Ｇｒｅｅｎ函数等高等方法来引进现
代凝聚态物理的尽可能多的概念，认为那

些复杂而抽象的形式可能会掩盖对基本

物理特性的理解，本书代之以强调基本物

理推理。这样做的代价是不得不舍弃一

些现代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学习本

书要求学生们有比较好的统计物理和非

相对论量子理论的基础知识并学过 Ｋｉｔｔｅｌ
水平的大学凝聚态物理。

　　全书内容共分成１０章，它们分别为：１．
凝聚态物质的性质；２．有序与无序；３．晶体、
散射和关联；４．表面和晶体生长；５．经典和
量子波；６．无相互作用的电子模型；７．无相
互作用电子的动力学；８．介电和光学性质；
９．电子相互作用；１０．超流和超导。
　　本书内容精炼、叙述简洁，充分考虑
了适应教学特点，对于物理、化学及工程

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是一部理想的高水平

的教材。对于从事各类凝聚态物理相关

的研究人员，本书也是学习凝聚态物理知

识的很好的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ＴｈａｎｕＰａｄｍａｎａｂｈａｎ，ＩＵＣＡＡ，Ｉｎｄｉａ

ＱｕａｎｔｕｍＴｈｅｍｅｓ
ＴｈｅＣｈａ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ｗｏｒｌｄ
２００９，２２５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８３５４５１

量子杂谈
微观世界的魅力

Ｔ．Ｐａｄｍａｎａｂｈａｎ　　著
　　量子理论是理论物理学最抽象的一
个分支，但是它给出的所有明确而具体的

预言无一不在反复的实验中得到了精确

的验证。这一不争的事实以及它的深刻

和奥妙的哲学含义，总是让普通公众及科

普作家甚至一些专业的研究人员着迷不

已。最近，人们发现微观物理与宏观物理

之间存在着大量意想不到的和极为重要

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按照当前流行

的宇宙学观点，暗物质、暗能量、宇宙结构

的形式、甚至早期宇宙物理乃至宇宙的起

源都与量子理论的概念密切相关。这些

新的和影响深远的突破性进展促使作者

决心写这样一部科普著作，力图以一种能

让受过基础教育的外行知道什么是量子

理论、量子理论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

这个理论未来将走向何方，介绍这些最新

的成果。作者强烈地认为，在目前这样做

是非常值得的。

　　作者认为科普著作应避免以下两种
极端倾向，一是必须要依靠数学才能解释

清楚；二是为了迎合读者而扭曲概念本来

的含义。为此作者力求从一开始就用尽

可能通俗的语言吸引读者的兴趣，并以严

格的科学方式描述概念，避免陷于哲学争

论之中或给人一种刻意炒作的印象；其次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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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努力要让本书的内容尽可能多地

包括最新的进展，不用数学语言而仔细地

解释概念和细节以及那些必需的技术术

语，但重点放在量子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

前沿论题，特别强调量子理论与引力及宇

宙学的交汇点。避开了关于量子力学的

哲学基础、实验细节以及一些技术应用的

详细介绍。

　　全书内容分成７章，各章的标题分别
为：１．无所不能的经典物理学；２．然后出
了个爱因斯坦；３．微观世界的疯狂；４．粒
子，无所不在的粒子；５．宇宙和量子；６．
引力的实质；７．开始的时候……。
　　这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高级科普
读物，其内容新颖，叙述深入浅出、简洁易

懂，难易与“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或“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的文章相当。对于那些对当前
成为人们热点话题的暗物质、暗能量以及

宇宙的演化感兴趣的一般公众，它是一部

值得一读的好书。而对于从事量子理论

及宇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专业

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本书也极具参考

价值。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ＬａｕｒｉｅＭ．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ｅｄ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ＰｉｏｎｓｔｏＱｕａｒｋ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５０ｓ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重印，７３４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１００７３１

从 π介子到夸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粒子物理学
Ｌ．Ｍ．Ｂｒｏｗｎ等　　编
　　本书是在美国费米实验室召开的关
于粒子物理学历史的国际研讨会上物理

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所作的一系列报告的

基础上编撰的系列著作中的第二卷。它

的第一卷《粒子物理学的诞生》基于１９８０
年５月召开的研讨会编撰而成，于１９８３年
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卷追溯了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宇宙线物理和核物
理领域的发生和发展，考查了相对论量子

场论在缔造新时代理论物理中的应用。

当时科学史学家只是作为听众参加了一

些讨论而没有给出报告。本卷是在 １９８５
年５月召开的关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粒子
物理学研讨会基础上编著的。它的实际

内容包括从１９４７年在宇宙线中发现了带
电的π介子，到１９６４年建立起基本粒子
的夸克模型。这段时期无疑是物理学发

生伟大变革的时期。许许多多基本粒子

被识别，粒子物理学从无到有，不仅从实

验到理论得到了确立而且变成了一个其

规模可与空间科学并列的大科学。本书

所收入的文章全面地回顾与概述了这段

发展历史，文章的作者们亲历了这场变

革，其中包括不少对这个令人振奋的科学

时代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们从各个独特的角度提供的回忆与描

述，勾画出一幅蓬勃发展的粒子物理学详

细的和准确的图像，为后人提供了极其珍

贵的史料。在这次会议上，科学史学家起

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给出了一些报告

而且为本卷的出版作出了许多贡献。

　　本书总共收入４７篇文章，分成１０个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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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它们分别为：１．导论，收入 ３篇；２．
宇宙线中发现粒子，２篇；３．高能核物理，
３篇；４．新的实验室，１０篇；５．奇异粒子，
５篇；６．弱相互作用，５篇；７．弱相互作用
和宇称不守恒，５篇；８．粒子物理界，５
篇；９．强子理论，６篇；１０．个人给出的概
述，３篇。
　　本书详述了物理学发展史的一个极
为重要的部分，不仅对于从事粒子物理实

验及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科学史的研究

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

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那些对物理学史

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也是一部非常值得一

读的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Ｇ．Ｓｃｈｍｉｄｔ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６，２００９年重印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１１３２２９

非线性振动
Ｇ．Ｓｃｈｍｉｄｔ等　　著
　　尽管线性振动理论早已相当完善，但
在实际问题中，总有一些用线性理论无法

解释的现象。一般说，线性模型只适用于

小运动范围，超出这一范围，按线性问题

处理就不仅在量上引起较大误差，而且有

时还会出现质上的差异，这就促使人们研

究非线性振动。尤其近年来，随着非线性

振动理论在物理、工程等领域的广泛应

用，非线性振动已经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

学科领域。

　　德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Ｇ．Ｓｃｈｍｉｄｔ教
授、捷克国家机械设计研究院 Ａ．Ｔｏｎｄｌ教
授长期致力于非线性振动学的研究，在非

线性振动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早在

１９８６年，两人合作出版了第一版《非线性
振动》。作为对第一版的补充与修正，本

书充分阐述了非线性振动理论。书中详

细介绍了非线性振动基本概念与研究方

法，并且重点描述了两位学者在研究过程

中相关课题，包括问题的提出、解决办法

以及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并且给出了有益

的应用例子。

　　 本书共分１２章，１．非线性振动的基
本属性与概念；２．非线性研究的基本方
法；３．非线性系统的辅助线分析方法；４．
相平面分析；５．强迫振动、参变激发振动
以及自激振动；６．多自由度系统的振动；
７．全局稳定性的观察；８．一些激励系统
的分析；９．自激振动的抑制；１０．窄频带
随机激振振动系统；１１．宽频带随机激振
振动系统；１２．自参数耦合振动系统。此
外，还包括附录、参考文献以及关键词索

引。全书从理论与实验方面研究了各种

非线性振动现象，包括机械／电子系统的
自激振动、跳跃、同步以及滞后等现象与

相关领域实例，通过对这些非线性振动现

象的研究和讨论，使得本书更具有实

用性。

　　非线性振动领域问题通常都比较复
杂，本书严格的推理分析与宝贵的原始数

据，使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对非线性振动的

理解能够更加透彻，从而为非线性振动学

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适合于

８

物理学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总第２７７期）



非线性振动领域的专业工程师、研究人

员、教师以及研究生等阅读。

赵树森，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ＺｈａｏＳｈｕｓｅｎ，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ＬｏｋｅｎａｔｈＤｅｂｎａ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ｌｏｒｉｄａ，ＵＳ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Ｗａｖｅｓ
２００８，３６０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０９３０４０

非线性波
ＬｏｋｅｎａｔｈＤｅｂｎａｔｈ　　著
　　本书为１９８２年６月在东卡罗莱纳大
学召开的会议的论文集，书中阐述了非线

性波在流体和等离子体内部的理论与应

用研究进展。会议收录了８个国家的 ２２
篇文章，涵盖了非线性水波、ＫｄＶ方程、孤
粒子与逆散射变换、孤立波稳定性、谐振

波相互作用、非线性发展方程、等离子体

内非线性波浪现象、非线性波系统的再现

现象、等离子体内孤立波的结构和动力学

等研究领域。

　　全书内容包括 ３部分。第一部分讲
述流体中的非线性波，包括第１７章：１．海
洋卷波的分析说明，文中提出对流体流动

的波形、射流末端采用旋转狄利克雷双曲

线，管流采用槡３椭圆或参数式立方体，均
以半拉格朗日形式表达；２．科特韦格德弗
里斯方程及水波理论的相关问题，以无粘

水波为介质引入ＫｄＶ和ＮＬＳ方程；３．渐变
环境下的孤立波：非线性长波，用正规矩

阵表示孤立波的发展；４．渠道中的非线性
波，针对小波幅给出浅水方程；５．斜压不
稳定性模型中的孤立波行为，推导出渐变

振幅的斜压波包发展方程；６．深水区水波
和波群，给出了深水区具体的波形，并通

过傅里叶变换得到数值解；７．二波三波共
振，介绍线性的两波共振和弱非线性的三

波共振。第二部分介绍等离子体中的非

线性波，包括８１２章：８．等离子流的非线
性波，讨论了电磁场中运动和等离子体相

互作用静态理论的各方面；９．等离子体的
超光速波，介绍了有限振幅平面波匀速通

过冷的各向同性的等离子体；１０．静电离
子回旋波和磁场中的离子加热；１１．等离
子物理中的孤立波；１２．非均匀等离子体
中的渐变非线性波发展理论。第三部分

介绍等离子体、逆散射变换和物理中的非

线性波，包括第１３１８章：１３．二维空间和
一维时间的逆散射变换；１４．与微分算子
保谱发展相关的线性发展方程；１５．带非
厄米矩阵薛定谔方程的逆散射；１６．常用 ｎ
阶谱变换；１７．再现现象和非线性波运动
的有效自由度数目；１８．正弦 Ｇｏｒｄｏｎ场统
计力学的作用角度变量。

　　本书各章由该领域的专家撰写，对非
线性波研究人员了解该领域发展动态很

有帮助。

贾红书 ，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Ｊｉａｈｏｎｇｓｈｕ，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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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Ｍ．Ｇｏｔｔ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ＳＡ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２００９，４００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１０３３６７

时间序列分析
社会科学家用的全面介绍

Ｊ．Ｍ．Ｇｏｔｔｍａｎ　　著
　　所谓的时间序列指的是按时间次序
排列的随机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

由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ｉｎｓ于１９７０年提出来的，他依
据随机变量的自身变化规律，利用外推机

制描写时间序列的变化，寻找一个变量的

当前值与其过去值之间的纵向关系，并对

变量的未来趋势作出预测。尽管随时间

变化的随机过程随处可见，但是传统的统

计学却往往都忽略了时间因素。因此，这

一分析方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一

些社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的科学家们都

对于需要对一段时间的数据作统计分析

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此导致关

于事物思考方式的一场概念性的变革。

　　本书对于包括时域分析和频域分析
的所有主要的时间序列技术给出了全面

而综合性的介绍，详细阐述了那些可以简

化为单元和多元问题的线性模型的研究

工作。

　　全书内容共分为 ７大部分，总计 ２７

章。它们分别为：第一部分概述，含第１６
章，１．寻找隐结构；２．普遍存在的循环；
３．Ｓｌｕｔｚｋｙ如何从紊乱产生有序；４．预
测：Ｙｕｌｅ的自回归模型；５．用白光照射黑
箱子：时间序列模型；６．实验与变化。第
二部分时序模型，含第７９章，７．模型与
关联数据问题；８．时序模型导论：平稳性；
９．如果数据不稳定会如何？第三部分平
稳时序过程，含第１０１４章，１０．移动平均
过程；１１．自回归过程；１２．二阶自回归过
程的复杂行为；１３．偏自关联函数：完全性
与对偶性；１４．ＭＡ和 ＡＢ过程的对偶性。
第四部分固定频率，多曼模型，含第１５１８
章，１５．谱密度函数；１６．周期图；１７．谱
窗口和窗口结构；１８．Ｓｌｕｔｚｋｙ效应的解释。
第五部分时域中的估算，含第 １９２２章，
１９．ＡＲ模型拟合与估算；２０．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
过程拟合：ＡＲＩＭＡ过程；２１．预测；２２．模
型拟合：解出的实例。第六部分；二元时

序分析，含第 ２３２５章，２３．二元频域分
析；２４．二元频率实例：母亲婴儿游戏；
２５．二元时域分析。第七部分其它的技
术，含第２６２７章，２６．中断时序实验；２７．
多元方法。

　　本书可以视为时间序列分析的一部
实用手册，其选择的资料翔实，覆盖面很

广。对许多领域的学者，本书是非常有益

的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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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Ｍ Ｗｏｏｌｆ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Ｙｏｒｋ，ＵＫ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Ｍａｎ
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ｉｇＢａｎｇ
２００９，４２２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８４８１６２７３０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ｒｅｓｓ

时间，空间，星系与人类
关于宇宙大爆炸的故事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Ｗｏｏｌｆｓｏｎ　　著
　　我们经常会遇到 “宇宙大爆炸”、ＤＮＡ
以及生命起源等词语。英国约克大学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ＭＷｏｏｌｆｓｏｎ教授编写了本书，就是要带
领大家进入这些科学领域。全书循序渐进，

从物质形成说起，然后介绍行星与恒星的形

成，包括地球以及地球表层与大气的演化，直

到生命的起源与人类的进化。本书没有繁

琐的方程、公式，反而配有丰富而形象的图

片，因此，读者不需要具有专门的知识，就可

以了解整个宇宙、时空以及人类的演化过程。

本书目的并不是要解决“宇宙大爆炸”、人类

生命的起源这样的疑难问题，而是要把这些

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使读者明白这些问题

到底是什么含义。

　　本书共有 ６部分。第一部分含第 １
章，主要讲述了关于宇宙诞生的困惑。第

二部分含第２５章，介绍了宇宙的基本概
念，包括天文学家多普勒和他所作出的贡

献、宇宙中距离的测量、爱德温·哈勃发

现宇宙膨胀、宇宙中诸多神奇现象。第三

部分含第６９章，介绍了物质与宇宙，包括
自然界中的物质、关于“宇宙大爆炸”的假

设、物质如何聚集起来、宇宙发展结构。

第四部分含第１０１３章，介绍了恒星、恒星
群与星系，包括第一颗恒星的诞生、成长

与死亡，球状星团与星系的形成，太阳及

其类似恒星的诞生，宇宙中拥挤的环境。

第五部分含第１４１８章，介绍了太阳系，包
括太阳系的自然情况，各大行星、卫星以

及空间小物体。第六部分含第１９２７章，
详细介绍了太阳系的形成，包括行星的诞

生及运行轨道、卫星的形成、“小爆炸理

论”与陆地行星、月亮的结构与历史、矮行

星与海卫一。第七部分含２８３６章，主要
介绍人类与地球，包括地球基本介绍、生

命、地球上生命的开端、适者生存法则、氧

气、臭氧与人类的进化、人类与地球等。

　　本书作为一本科普读物，适合于对天
文、物理、生命进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赵树森，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ＺｈａｏＳｈｕｓｅｎ，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ＪａｎａｋｉＷｉｃｋｒａｍａｓｉｎｇｈｅ，Ｃａｒｄｉｆ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Ｋ

Ｃｏｍｅ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Ｌｉｆｅ
２００９，２２１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５６６３５５

彗星和生命起源
ＪａｎａｋｉＷｉｃｋｒａｍａｓｉｎｇｈｅ等　　著
　　生命何时、何处、特别是怎样起源的
问题，是现代自然科学尚未完全解决的重

大问题，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慧星

常常使我们的先人感到惊讶和恐惧，“地

球生命有可能是搭乘着彗星，从外太空而

来”这一观点在几十年前被视为歪理邪

说，科学家们竭力避开这种可能性就好像

避开中世纪迷信一样。然而，太空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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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新证据已经透露了生命体最初起

源的过程，ＮＡＳＡ的“深度撞击”（ＤｅｅｐＩｍ
ｐａｃｔ）太空船曾在２００５年撞击坦普尔１号
彗星，研究撞击发现，彗星的内部存在着

有机物和粘土颗粒的混合物。粘土颗粒

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简单的有机分

子排列组合出复杂有序的结构。２００４年，
“星尘号”（Ｓｔａｒｄｕｓｔ）探测器飞越怀尔德２
号彗星时采集了彗星颗粒，这些颗粒中存

在一大批复杂的碳氢化合物分子。彗星

内部的放射性元素可以使彗星内部的部

分区域保持温暖，足以让水以液态形式存

在数百万年，使得这些彗星可以成为早期

生命的完美温床。当某颗彗星最终撞上

地球时，它所携带的生命就喜迁新居，来

到了地球这个新的家园。

　　本书包括 ９个章节，各章目次分别
为：１．综述；２．宇宙尘埃和生命；３．彗星起
源；４．银河里的彗星；５．暗彗星通往胚种
论的道路；６．从太阳系驱逐微生物；７．彗
星里的液态水；８．生命起源；９．有关生命
的拓展视野。

　　本书第一作者 ＪａｎａｋｉＷｉｃｋｒａｍａｓｉｎｇｈｅ
是英国卡迪夫大学天体生物学中心的研

究人员，２００８年取得博士学位。本书第二
作者 ＣｈａｎｄｒａＷｉｃｋｒａｍａｓｉｎｇｈｅ是英国卡迪
夫大学天体生物学中心主任和研究项目

负责人，是卡迪夫大学应用数学和天文学

教授，和ＦｒｅｄＨｏｙｌｅ一起是２０世纪胚种论
的先驱者。本书第三作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ａｐｉｅｒ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是卡迪夫大学名誉教授，在
彗星动力学和物理学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是近代灾变说的先驱者。

　　本书写给普通科学爱好者、天文学家
和天体物理学专业的学生。

孙培培，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ＳｕｎＰｅｉｐｅｉ，Ｄｏｃｔｏｒｉ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Ｐ．ＪａｍｅｓＥ．Ｐｅｅｂｌ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Ｆ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ｇＢａｎｇ
２００９，５７１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５１９８２３

发现宇宙大爆炸
詹姆斯．皮布尔斯等　　著
　　宇宙哲学作为一门精确的物理科学，
它的基础就是我们对来自宇宙大爆炸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理解。１９６４年，美国
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阿诺·彭齐亚斯

（Ｐｅｎｚｉａｓ）和罗伯特·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无
意中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宇宙背景

辐射的发现在近代天文学上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它给了大爆炸理论一个有力的

证据。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也因发现了宇

宙微波背景辐射而获得１９７８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

　　本书收集了由宇宙科学的先驱科学
家所撰写的４４篇文章，为我们重现上世纪
６０年代，关于发现并探测出宇宙微波背景
辐射的故事。本书共分５章，首先安排了
介绍性的３个章节，来解释关于宇宙膨胀
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以及来自遥远的宇宙

膨胀时代的化石遗迹；第４章则详尽地展
示了宇宙科学先驱们的伟大成果，其中就

包括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发现、证实以及最

终解释的整个过程；最后一章描述了上世

纪６０年代关于宇宙哲学思想及宇宙测量
是如何演变成为当前的严格的网络测试，

而这些测试证实了宇宙大爆炸设想的正

确性。

　　本书的主编詹姆斯．皮布尔斯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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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研究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他对于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发现给出

了正确的解释，指出他们发现的额外的辐

射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本书是关于发现宇宙大爆炸的历史
记录，对于一个想知道科学是如何完成的

人极具价值，当然也适合于天文学爱好者

阅读。

赵树森，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ＺｈａｏＳｈｕｓｅｎ，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Ｈａｒｒｙ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２００９，２２６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５１４８４２

膨胀宇宙的发现
Ｈ努斯鲍默等　　著
　　２０世纪上半叶，膨胀宇宙的发现是天
文学中最为激动人心的辉煌成就。２０世
纪开始，天文学界一直存在着紧张甚至激

烈的争论。银河是否就代表了整个宇宙？

或者我们的宇宙是由数量巨大甚至无限

个孤立宇宙组成的，而其中的每一个都类

似于人类自己的银河？在１９２５年以前对
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倾向于孤立的宇宙。

这个概念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于１７５５年提
出的。现代天文学起源于１９１７年，当时爱
因斯坦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对广义相对

论的宇宙学思考》。在他的理论中，空间

与时间形成了统一体，它们不再是绝对和

独立的概念。时空结构是和宇宙的物质

和能量内在相关的，时空是由引力构筑

的。随后比利时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勒梅

特于１９２７年发现了膨胀的宇宙，并且提出
了创世大爆炸起源的建议。紧接着是美

国天文学家哈勃在 １９２９年所做的贡献。
在随后的几年中，哈勃与美国天文学家赫

马森一起为现代宇宙学的未来发展提供

了必要的观测。最后在１９３１年爱因斯坦
转向了膨胀宇宙的观念。本书挖掘了这

一段天文学史。作者还追溯了现代宇宙

学某些概念的演化，从中世纪末期到１９２５
年最终接受了银河系的概念。

　　本书共有１８章。１绪论；２中世纪末
的宇宙学概念；３作为新天文现象的星云；
４关于天空的构造；５孤立宇宙成为天文
学现实星纱宇宙；６爱因斯坦与德西特的
早期宇宙学；７弗里德曼动态宇宙；８红
移：怎样调和斯来弗与德西特的观点；９勒
梅特发现膨胀宇宙；１０哈勃１９２９年的贡
献；１１膨胀宇宙观念的突破；１２哈勃对德
西特的愤怒；１３Ｂ．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与 Ｔｏｌｎｌａｎ加
入博弈；１４爱因斯坦—德西特宇宙；１５太
阳和地球是否比宇宙要古老？１６试图发
现非主流思路；１７大爆炸的萌芽；１８总结
与结束语。最后是６个数学附录。附录１
至５分别涉及了第６、７、９、１３、１４章中的内
容。附录６：基本宇宙关系的现代表示。
　　作者以非技术性语言撰写本书，外加
数学附录。它适合于科学家、学生以及那

些对天文学和宇宙学感兴趣的人阅读。

胡光华，高级软件工程师

（原中国科学院物理学研究所）

Ｈｕ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Ｓｅｎｉｏ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Ｆｏｒｍ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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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Ｈｓｉｅ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９，３４９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７９１９２２

环境科学中的

机器学习方法

神经网络与核方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Ｈｓｉｅｈ　　著
　　机器学习是计算机智能（也叫人工智
能）的一个主要的子领域。它的主要目标

就是利用计算的方法从数据中提取信息。

神经网络方法，一般被认为是机器学习研

究中的第一次突破，它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开始流行，而核方法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
后半期作为机器学习研究的第二波高潮

而到来的。本书对于机器学习方法和它

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给出了统一的处理。

　　机器学习方法进入环境科学是在上
世纪９０年代。已经大量地应用于卫星数
据的处理、大气环流模型、天气和气象预

报、空气质量预报、环境数据的分析和建

模、海洋和水文预报、生态建模、以及雪灾

冰川和森林监测等领域。

　　书中第１－３章主要是为学生们而写
的背景性资料，包括在环境科学中应用的

标准统计方法。１．主要介绍了概率分布
的基本意义、随机变量的平均值与方差、

分析两变量关系的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

等基本统计概念；２．回顾了主成份分析的

方法和它的一些变化，以及经典相关分析

方法；３．引入了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方法，如奇异谱分析（ＳＳＡ）、主振荡型分析
（ＰＯＰ）等。
　　第４－１２章为那些标准的线性统计方
法提供了有力的非线性转化。４．关于前
馈神经网络模型及其最普遍的代表———

多层感知哭模型（ＭＬＰ模型），介绍了ＭＬＰ
模型的一些历史发展知识；５．为ＭＬＰ神经
网络模型所需要的非线性优化的内容；６．
探索了几种能够使神经网络模型正确的

学习并泛化的方法；７．是关于核方法内
容。主要讨论了核方法的数据基础、主要

思想以及它的一些缺点，并介绍了从神经

网络到核方法的过渡；８．介绍了处理离散
型数据的方法———非线性分类；９．介绍了
两种核方法（支撑微量回归、ＳＶＲ和高斯
过程、ＧＰ）和一种树方法（分类和回归树方
法 ＣＡＲＴ）；１０．关于非线性主成份分析的
方法及相关的一些研究方法；１１．系统地
阐述了 ＭＬＰ和非线性经典相关分析（ＮＬ
ＣＣＡ）方法，并以热带太平洋气候变异性
数据及它同中纬度气候变异的相关性为

例加以说明；１２．给出了大量机器学习方
法在环境科学众多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实

例如遥感、海洋学、大气科学、水文学及生

态学等。

　　作者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Ｈｓｉｅｈ是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地球与海洋科学系及物理与天文

学系的教授，主持大气科学项目。作者在

环境科学中发展和应用机器学习方法中

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

知名度。已在天气变化、机器学习、海洋

学、大气科学和水文学等领域发表论文８０
多篇。

　　本书主要适用于研究生初期阶段或
者高年级的本科生，而且对于那些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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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应用这些新方法的研

究者和参与者们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朱立峰，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

Ｚｈｕｌｉｆｅｎｇ，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ＬａｕｃｈｌａｎＨ．Ｆｒａｓｅｒ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Ｌａｒｇｅｓ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４８８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１１１３６２

世界上最大的湿地
生态与保护

ＬａｕｃｈｌａｎＨ．Ｆｒａｓｅｒ等　　著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大程度上由
于人类活动的加剧，世界上大约５０％的湿
地遭到了破坏。逐渐上升的人口数量已

经导致了湿地面积的明显下降，湿地面积

的减少导致了更多的春季洪水，干旱期的

可用水减少，水污染的风险在加大，食物

产量减少，二氧化碳储存量下降。本书表

达了多位首席专家对各类湿地系统的描

述和认识的观点。

　　本书共分１３章，１．引言：大而美。主
要介绍了本书与其它一般湿地生态学类

书籍的不同，强调了尺度、功能与保护的

重要意义；２．西伯利亚泥炭生态系统；３．
亚马逊河流域湿地，本章大部分研究实例

来自于亚马逊河的巴西部分，因为巴西占

亚马逊河全部流域的６７．８％；４．哈德森湾
低地：被称为唯一的湿地遗产，本章主要

介绍了北美哈德森湾低地中的主要生态

过程、地球物理学历史等，还讨论了有关

哈德森弯湿地的保护；５．刚果河流域湿
地：综述了刚果河流域的环境历史、气候

与水文、植被、野生生物、人类活动及保护

等内容；６．马肯吉河流域：位于加拿大北
部的马肯吉河流域复杂湿地生态系统是

世界上最大、多样性最高的湿地复合体之

一，本章主要研究了这一地区湿地的类型

及分布；７．潘塔奈尔沼泽：潘塔奈尔是热
带稀树大草原湿地，因为生存于其中的野

生生物，它被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湿

地之一，本章主要探讨了本地区的主要生

态学过程及生物多样性，并指出了与人类

侵占有关的主要问题；８．密西西比冲积平
原；９．乍得湖湿地：非洲半干旱气候湿地
的代表，对该地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

述；１０．尼罗河流域湿地：湿地生态学的缩
影；１１．北美大草原壶洞区域；１２．麦哲伦
荒地：提出了南美泥炭地的主要分布，描

述了其大量的亚类型；１３．大湿地系统的
未来：从全球视角指出了影响全世界湿地

生存与健康的主要因素，回顾了国际上为

保护湿地所做出的努力，指出了湿地存在

的经济学价值、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以及水

净化的作用。

　　本书的编者 Ｆａｓｅｒ博士现为汤普森河
大学群落与生态系统生态学加拿大研究

主席，是《应用植被科学》（Ａｐｐｌｉｅｄ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和《俄?俄科学杂志》（Ｏｈｉ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编委。
　　Ｋｅｄｄｙ博士是环境学领域的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Ｓｃｈｌｉｅｄｅｒ主席，获２００７年湿地研究奖，
已经发表过百篇学术论文，他曾被 ＩＳＩ评
为生态与环境学领域的被引用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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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之一。他主要研究影响湿地的环

境因子及怎样应用这些因子来保持和恢

复生物多样性。

　　本书应当是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领
域的主流著作，无论专业人士和博物学者

都会发现它具有极强的启发性。

朱立峰，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

Ｚｈｕｌｉｆｅｎｇ，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Ｃ．Ｂ．Ｃｏｐｅ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Ｗａｓｔｅｓ
２００９，４８０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１０５６４４

有害污染物的科学管理
Ｃ．Ｂ．Ｃｏｐｅ等　　著
　　近年来，有害污染物的科学管理和处
理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认识。由于有

害污染物不加控制的排放，导致环境污染

日益严重，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心，公众

呼吁政府当局为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提

供资源。尽管研究还处于学术层面，但工

作一直在进展。

　　本书始出版于１９８３年，由３位科学家
测定了他们对有害污染物的科学管理方

面的研究结果。介绍了垃圾填埋场、渗透

污水的特性和污染物毒性衰减测量的研

究进展，介绍了垃圾场危险污染物的两种

处理方法，化学处理方法和焚烧，并比较

了两种技术处理的优缺点。此外还作了

风险评估、成本分析和公众接受态度调

查。对科学和实际问题作出了客观的评

估，是所有涉及到危险废物管理、规划和

管理控制、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方面问题

的宝贵参考书。

　　本书共分为１２章。１．介绍了有害污
染物的性质及其潜在的循环危害，即有害

污染物的定义；２．有害污染物立法：规划
和输运；３．污染物与公众健康；４．当代法
律；５．各种各样的粮食；６．介绍了垃圾场
与渗透污水腐化降解的过程特性；７．来自
垃圾场的污水管理和与有害污染物的共

同处理；８．有害污染物处理的化学介绍；
９．毒性评估以及其与有害污染物管理的
关联；１０．如何对待有害污染物及处理措
施；１１．有害污染物的焚烧，焚烧技术有助
于污染物的降解和转化，是当今污染物管

理方面一种有用的工具；１２．风险评估，成
本收益分析和未来需求分析。

　　本书由３位作者共同完成，介绍了各
自的科研成果。可作为环境科学、地球科

学、环境管理等专业科研工程人员的参考

资料，也可作为环境爱好者的业余读物。

戴群特，硕士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ＱｕｎｔｅＤａｉ，Ｍａｓ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ＡＳ）

６１

地球／环境科学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总第２７７期）



ＪｏｈｎｖａｎＷｙ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Ｕ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ｓＳｈｏｒ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８２９１８８３
２００９，５２９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８８８０９７

达尔文的短篇出版物

１８２９－１８８３
ＪｏｈｎｖａｎＷｙｈｅ　　著
　　查理·达尔文的作品第一次印刷出
版是１８２９年在剑桥作为一名牧师学校的
学生时，而且，几乎在那之后他一生中的

每一年他都会发表一些小散文、论文、给

编辑的信或其他的简要工作。这些短小

的作品包含着十分有价值的宝贵材料。

　　达尔文的这些短篇作品就是在维多
利亚时代公众眼中的达尔文的真实生活，

可以说是这些作品揭示了达尔文所有科

学兴趣的来源，指出了达尔文的努力给世

界作出的巨大贡献，也表明了他对自然世

界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是如何一直持续他

一生的时光，甚至在他最后的作品中，达

尔文还引用了１８８２年发表的当时最新的
科学成果。

　　本书是第一次将达尔文所撰写的这
些散落于各处的作品集中于一本书中。

书中有超过７０个新发现的作品，全部重新
编辑并有注释，包括原始图示和综合书

目。本书全部内容中，地质学相关作品大

约有３０篇，动物学相关约有１００篇，植物
学相关作品也差不多有１００篇。
　　本书编者ＪｏｈｎｖａｎＷｙｈｅ是剑桥大学
的达尔文历史学研究者。２００２年，他创办
了网站“达尔文在线”。

　　本书适用于达尔文历史的研究者，同
时也是所有生物学工作者们了解达尔文、

理解进化论的重要资料，对于一般博物学

者们也同样十分有用。

朱立峰，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

Ｚｈｕｌｉｆｅｎｇ，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ＡｈｍｅｄＨ．Ｚｅｗａｉｌ，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Ａｔｏｍｓ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５６７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８４８１６１９９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ｒｅｓｓ

物理生物学
从原子到医学

ＡｈｍｅｄＨ．Ｚｅｗａｉｌ　　编
　　物理生物学（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是一门
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与生物物理学（Ｂｉ
ｏｐｈｙｓｉｃｓ）侧重于研究生命物质的基本物理
规律不同，物理生物学主要利用新近发展

起来的物理学先进概念和技术，精确地测

量和描述生物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

使生物学建立在定量的物理学基础之上。

物理生物学常用的研究手段包括超快电

子束衍射技术、微流控技术、单分子光谱

技术等；研究对象涵盖了原子、小分子、生

物大分子、细胞直到组织器官的各个层次

的生命结构和生命过程；研究的空间尺度

从厘米级到纳米级；时间尺度从秒级到飞

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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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在休斯顿举办的第５１届威尔
齐化学研究研讨会（５１ｓｔＷｅｌ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编者担任了大会主
席，大会汇集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多

个领域的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

顶级学者，他们共同编写的一部科学发展

过程的全景概述，以来自不同学科的用以

解决物理生物学相关问题的最新概念与

工具为核心内容，探讨的主题包括生物学

成像、针对系统复杂性的理论与计算、大

分子功能、蛋白质折叠、分子识别、以及从

细胞到意识的系统整合等。

　　全书共２０章，其中第１１８章是与会
著名学者编写的概述性专题讲座，１９２０
章是两位２００７年威尔齐化学奖（ＷｅｌｃｈＡ
ｗａｒｄ）得主的获奖文章。１．２１世纪生物
学展望（Ｄａｖｉｄ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物理和数学
就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全部（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ａｒ
ｓｈａｖｓｋｙ）；３．物理生物学：复杂系统的四维
成像（ＡｈｍｅｄＨ．Ｚｅｗａｉｌ）；４．从原子成像到
扩展结构成像的大飞跃（ＪｏｈｎＭｅｕｒｉｇ
Ｔｈｏｍａｓ）；５．站在十字路口的物理生物学
关于物理生物学面临的挑战（ＣａｒｌｏｓＪ．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６．生物学中拟正则结构的挑
战（ＲｏｇｅｒＤ．Ｋｏｒｎｂｅｒｇ）；７．生物 Ｘ射线分
析展望（ＤｏｕｇｌａｓＣ．Ｒｅｅｓ）；８．重新诠释遗
传密码：大分子设计、进化与分析（Ｄａｖｉｄ
Ａ．Ｔｉｒｒｅｌｌ）；９．设计能与蛋白质紧密结合
的配基（ＧｅｏｒｇｅＭ．Ｗｈｉｔｅｓｉｄｅｓ等）；１０．从
数学的角度研究生物学（Ｒｏｂ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１１．Ｅｐｐｕｒｓｉｍｕｏｖｅ“但是地球的确在转动
啊”关于蛋白质构象模拟（ＭｉｃｈｅｌｅＰａｒ
ｒｉｎｅｌｌｏ）；１２．蛋白质折叠：能量形貌图和生
命物质的组织结构（ＰｅｔｅｒＧ．Ｗｏｌｙｎｅｓ）；
１３．蛋白质折叠与错折叠：从原子到有机
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Ｄｏｂｓｏｎ）；１４．系统生物
学给医学带来的影响将会改变医疗保健

事业关于系统生物学与 Ｐ４医学（Ｌｅｒｏｙ
Ｈｏｏｄ）；１５．意识的神经生物学（Ｃｈｒｉｓｔｏｆ
ＫｏｃｈａｎｄＦｌｏｒｉａｎＭｏｒｍａｎｎ）；１６．计算机辅
助药物发现：从分子水平到细胞水平的物

理模拟（Ｊ．ＡｎｄｒｅｗＭｃＣａｍｍｏｎ）；１７．生物
学中的精密测量（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Ｑｕａｋｅ）；１８．
钾通道和选择性离子导电的原子基础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９．电子传递系统
的对称破缺、离域作用与动力学（ＮｏｅｌＳ．
Ｈｕｓｈ）；２０．半经典理论的初值表象描述：
如何在复杂分子系统的经典分子动力学

模拟中加入量子效应（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Ｍｉｌｌｅｒ）。
　　本书的编者 ＡｈｍｅｄＨ．Ｚｅｗａｉｌ因在化
学动力学领域创建了飞秒化学（ｆｅｍｔ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并应用飞秒激光脉冲研究了那
些稍纵即逝的极快的化学反应的过渡态，

而获得了１９９９年诺贝尔化学奖。现任美
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和化学系的

ＬｉｎｕｓＰａｕｌｉｎｇ讲座教授，担任了加州理工
学院 Ｍｏｏｒｅ基金会物理生物学中心的
主任。

　　自从物理生物学概念提出以来，本书
可以说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第一本比较

全面的概述性论文汇编，包括总结与展

望。适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各

个研究领域中从事分子系统的结构、功能

与行为研究的人员阅读参考。

张晓鸥，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ｏｕ，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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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ｕｌＨ．Ｂａｒｒｅｔｔｅｔａｌ．ｅｄｓ．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ｓ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１８３６１８４４
２００８，７４７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０９９７５２

达尔文笔记１８３６１８４４
ＰａｕｌＨ．Ｂａｒｒｅｔｔ等　　著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期间，当达尔文第一次
提出他的进化论的时候，他用大量的笔记

记录了他的思想。这些笔记中的大多数已

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版过，但是现在，这

些笔记第一次以最高的学术标准集中在了

一本书当中。这样一本专著的出版是异常

有价值的。在这些笔记所记录的时间范围

内，达尔文思考了关于进化思想的许多方

面，并且通过思考，达尔文改变了其中一些

他一贯坚持的观点。甚至《物种起源》一书

也不能同达尔文的这些笔记所反映的思想

深度相提并论，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达到

这种高度，那么我们将永远不能正确地理

解达尔文所称的“起源”的含义。

　　本书的编者将１８３６至１８４４年间的这
些笔记根据内容分为三部分：地质学研

究、物种的演变、形而上学的探究。红色

笔记和笔记 Ａ在很大程度上是讨论了地
质学的主题。ＧｌｅｎＲｏｙ笔记也是记录了
有关地质学的内容。从笔记 Ｂ至笔记 Ｅ、
ＴｏｒｎＡｐａｒｔ笔记和残留本、以及达尔文命
名为“问题和实验”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Ｂｏｏｋ的一
部分，还有两篇短的手稿都是讨论物种演

变相关内容的。笔记 Ｍ和 Ｎ，是一些重新
收集到的曾经遗失的手稿，达尔文称其为

旧的和无用的记录，还有其他的手稿是有

关心理学、宗教的内容和一些达尔文将其

归入“形而上学的探究”的主题。

　　对于所有达尔文研究者来说，本书都
是十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于了解达尔

文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深刻理解达尔

文的进化论学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朱立峰，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

Ｚｈｕｌｉｆｅｎｇ，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ＨａｎｓＪｏｒｎｖａｌｌ，Ｋａｒｏｌｉｎｓｋ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ｗｅｄｅｎ

Ｎｏｂｅ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
ｇｙｏ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３９５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７９４４１３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专题

讲座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ＨａｎｓＪｒｎｖａｌｌ　　编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是根据瑞典化学
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从

１９０１年起，于每年的１２月１０日诺贝尔逝
世周年纪念日，由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

摩的卡罗林医学院颁发，用以奖励那些在

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

的人。评选工作最初由卡罗林医学院的

教员完成，现在由５０名选举出来的卡罗林
医学院著名教授组成卡罗林医学院诺贝

尔大会（Ｎｏｂｅ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负责。
　　诺贝尔基金会授权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公司
发行１９０１～１９７０年的英文版诺贝尔奖年
鉴，此后的发行权授予了 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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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公司。

　　本年鉴内容涵盖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诺
贝尔生理医学奖的颁奖致辞、获奖者人经

历自述和主要研究成果的专题报告，按照

年代划分成５章：
　　２００１年，勒兰德·哈特韦尔（Ｌｅｌａｎｄ
Ｈ．Ｈａｒｔｗｅｌｌ，美国），蒂莫希·亨特（Ｔｉｍ
Ｈｕｎｔ，英国）和保罗 · 诺斯 （ＰａｕｌＭ．
Ｎｕｒｓｅ，英国）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他们早年分别以酵母菌和海胆卵细胞为

模型，发现了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
细胞周期蛋白（ｃｙｃｌｉｎ）和细胞周期蛋白依
赖激酶（ｃｙｃ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ｋｉｎａｓｅ，ＣＤＫ）。
ＣＤＫ就好比驱动细胞通过细胞周期完成
一次分裂的马达，而 ｃｙｃｌｉｎ就好比是这个
马达的开关。由于细胞周期的紊乱与癌

症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些科学发现使得癌

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２００２年，悉尼·布伦纳（ＳｙｄｎｅｙＢｒｅｎ
ｎｅｒ，英国），罗伯特·霍维茨（Ｈ．Ｒｏｂｅｒｔ
Ｈｏｒｖｉｔｚ，美国）和约翰·苏尔斯顿（ＪｏｈｎＥ．
Ｓｕｌｓｔｏｎ，英国）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他们以线虫为研究模型，阐明了器官发育

和细胞程序性死亡（凋亡）的遗传调控机

制，从而为某些病毒和细菌攻击人类细胞

的途径、心脏病和中风发作时细胞死亡过

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３年，保罗·劳特伯（ＰａｕｌＬａｕｔｅｒ
ｂｕｒ，美国）和曼斯菲尔德（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英国）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们成

功地将原子核的磁共振现象应用于医学

成像，解决了磁共振发射的电磁波信号的

数字化和图像的迅速采集等技术问题，最

终形成了今天广泛应用于医学检查、诊

断、处置和预后跟踪的核磁共振成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技术。
　　２００４年，理查德·阿克塞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ｘｅｌ，美国）和琳达 · 巴克 （ＬｉｎｄａＢ．
Ｂｕｃｋ，美国）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他们的研究阐明了嗅觉产生的基本运作

模式。嗅觉细胞的细胞膜上表达一种大

分子嗅觉受体，被称为停靠位或坞站（ｄｏｃ
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每种坞站只与少数几种气味
发生反应，而一种嗅觉细胞只表达特定的

一种坞站。小鼠大约有１０００种嗅觉细胞，
而人类大约只有３５０种嗅觉细胞，位于鼻
腔上部的嗅觉细胞通过神经突将气味信

号传递至嗅球，再由那里的神经细胞将信

号传递至大脑皮层，不同嗅觉细胞传递的

信号的综合结果，产生某种嗅觉。

　　２００５年，巴里·马歇尔（ＢａｒｒｙＪ．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澳大利亚）和罗宾·沃伦（Ｊ．Ｒｏｂｉｎ
Ｗａｒｒｅｎ，澳大利亚）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
学奖。他们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及该

细菌对消化性溃疡病的致病机理。

　　本卷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诺贝尔生理医学
奖年鉴的编辑 ＨａｎｓＪｒｎｖａｌｌ教授，曾担任
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卡罗林医学院生理化学系
主任，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卡罗林医学院医学生
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系主任，２０００年起担
任卡罗林医学院诺贝尔大会的秘书。他

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以及蛋白质组学。

　　阅读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系列年鉴，最
重要的并不是从专业角度去了解和学习整

个研究过程以及得出的结论，对绝大多数

读者来说，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是如何从

一点一滴的探索与实践积累而来的，什么

样的成长环境造就了这些伟人不屈不挠、

严谨求实的科研精神，他们的背后有哪些

默默支持的家人和科研工作者，了解这些

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科研工作带来更多的启

发。本书适合有一定生物学、医学与生理

学知识基础的、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张晓鸥，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ｏｕ，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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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ｒｅｎＷ．Ｂｕｒｇｇｒ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ｓｓａ
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ｈｅｒｓｔ，ＵＳＡ

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Ｃｒａｂｓ
２００９，４７９ｐｐ．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１１２９２５

陆蟹生物学
ＷａｒｒｅｎＷ．Ｂｒｕｇｇｒｅｎ等　　著
　　随着生物学家对陆生生物的关注越
来越多，人们对于陆蟹类的研究兴趣也迅

速发展。本书在１９８８年第一版出版以前，
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陆蟹类的专业性书

籍供那些对陆生十足类甲壳动物的各个

方面感兴趣的生物学家们参考。本书是

一本关于陆蟹类的综合性专著，它包含了

甲壳纲动物中异尾类和短尾类动物近期

和长期以来所进行的研究结果。

　　全书共有１１章，１．引言部分，编者从
整体上定义了什么是陆蟹类，强调了陆蟹

类的重要作用，并指明了本书的研究范

围；２．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ａｒｔｎｏｌｌ对陆蟹类系统学做
出的十分重要的评论，尽管作者将讨论范

围限定在了陆蟹类，但是，书中所提供的

有关陆蟹的进化、系统学以及地理分布等

内容对于不同研究方向的甲壳动物学者

们都是十分有用的；３．ＴｈｏｍａｓＷｏｌｃｏｔｔ讨
论了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十分感兴趣

的陆蟹类生态学，本章涉及陆蟹生存的环

境条件、与其他动物及人类的相互关系以

及繁殖生态学等内容；４．关于陆蟹类行为
学的内容，包括取食、梳理、打斗行为以及

听觉和运动行为等；５．研究了繁殖和发
育，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理学的内容，而对

于陆蟹类幼体的发育和特征却讨论的较

少，特别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

了很多，作者对这方面的介绍就略显单

薄；６．讨论了陆蟹的生长与蜕皮，特别是
自割与再生现象；７．很好地论述了陆蟹的
渗透调节，作者对于陆蟹类动物的盐和水

分调节机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讨论；８．
是由本书的两位编者撰写的关于陆地呼

吸问题的论述，综述了有关供氧生理学及

其机制方面的知识及其在陆蟹类呼吸系

统中的应用；９１０．讨论了陆蟹的循环系统
以及与动物取食、消化、生理代谢和运动

有关的能量学的内容；１１．总结了陆蟹类
研究的现状及本书对于后续研究的启示

作用和目的。

　　本书的一点小小的瑕疵就是在术语
的应用方面还存在一些不统一，这将对本

类群研究不是很专业的同行造成一定的

迷惑。

　　本书的两位编者，ＷａｒｒｅｎＷＢｕｒｇｇｒｅｎ
和ＢｒｉａｎＭｃＭａｈｏｎ都是非常有名的甲壳动
物生理学家，ＷａｒｒｅｎＷ．Ｂｒｕｇｇｒｅｎ现为北
德克萨斯州大学生物系教授，他主要致力

于组织和器官水平的生理学研究。

　　本书不仅适用于甲壳动物学家，而且
对于一般陆生动物生态学研究者们也同

样十分有用。

朱立峰，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

Ｚｈｕｌｉｆｅｎｇ，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ＡＳ）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月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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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ＬａｂｅｌＦｒｅｅ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９，２８８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５２１８８４５３２

无标记生物传感
技术以及应用

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Ｃｏｏｐｅｒ　　著
　　过去２０年当中，生物传感分析技术已
经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中，其分析系统在

实验室等领域广泛使用。简单说，生物传

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器件：采用生物或化

学受体来检测分析物，就键合的选择性、

亲和性以及化学计量比、动力学、热力学

等方面给出很多有意义的信息。虽然其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对于化验生物活

性分子，精准表征分子识别过程的信息还

很欠缺。无标记生物传感，不需要使用受

体（如荧光物质、发光体、放射物质等）就

可以达到监测的目的。

　　本书综述了新的无标记技术—生物
传感。对于从事此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系

统地介绍了其技术背景。本书部分章节

就案例进行了分析，给从事此领域的基础

研究、设计、化验分析、数据分析等方面都

有很好的例子。

　　全书分为１１章。１无标记光学生物
传感介绍；２．实验设计；３．生物传感键合
响应的萃取亲和常数；４．萃取动力学常
数；５．传感表面以及受体沉积；６．大分子
相互作用；７．膜及受体膜的相互作用；８．
ＳＰＲ技术分析药物与药物受体的相互作
用；９．生物分子相互作用以及细胞响应；
１０．ＩＴＣ键合常数；１１．电阻抗技术在细胞

化验方面的应用。

　　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Ｃｏｏｐｅｒ是剑桥医学创新
中心的主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大学的

杰出会员。他参与英国、美国等多家生物

传感、生物技术、医药公司的工作，是生物

技术、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工程与物理

科学研究委员会、国家健康研究所、敏感

与疾病预防中心、爱尔兰科学基金会以及

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成员。

　　本书重点突出，层次鲜明，对于从事
生物标记、监测、化验等方面的研究学者

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刘儒平，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电子所）

ＬｉｕＲｕｐ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ＣＤｉＮａｔａｌｅｅｔａｌ．ｅ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Ｒｏｍｅ
“ＴｏｒＶｅｒｇａｔａ，”Ｉｔａｌ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
Ｉｔａｌ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９，５４４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８３５９７０

传感器与微系统
第１３届意大利学术报告会论文集
Ｃ．Ｄ．纳塔勒等　　编著
　　本书是由“第 １３届意大利传感器与
微系统学术报告会”的大部分论文组成。

该会议于２００８年２月在意大利罗马大学
召开。会议特别关注了空间应用、纳米技

术、Ｃａｓｉｍｉｒ力的教学以及在传感器和微系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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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范围内实行校正和工业标准化的问题。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报道了传感器、微
系统以及相关技术在意大利的研究和开

发状况。除了论文本身的科学价值外，本

书也是唯一的分析意大利传感器和微系

统概况的数据源。本书共１１章：１．邀请
报告；２．生物传感技术；３．气体传感器；
４．化学传感器阵列；５．用于生活职能监
测的传感器；６．物理传感器；７．光学传感
器的应用；８．光学传感器技术；９．无线传
感器系统；１０．用于能源管理和生产的传
感器；１１．电子学接口。
　　本书第一编辑 Ｃ．Ｄ．Ｎａｔａｌｅ以及另两
位编辑Ａ．Ｄ．Ａｍｉｃｏ和 Ｅ．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ｉ都任
职于意大利罗马大学电子工程系。另一

位编辑 Ｒ．Ｐａｏｌｅｓｓｅ任职于罗马大学化学
科技系。

　　本书是传感器、微系统和相关电子学
研究者、设计者和研究生的有益参考书。

刘克玲，退休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ＫｅｌｉｎｇＬｉｕ，Ｒｅｔｉｒ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Ｇ．ＤｉＦｒａｎｃｉａＥＮＥＡＣＲＰｏｒｔｉｃｉ，Ｉｔａｌ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２ｔｈ
Ｉｔａｌ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８，５６３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８３３５８７

传感器与微系统
第１２届意大利学术报告会论文集

ＧＤｉＦｒａｎｃｉａ等　　著
　　本书为第１２届意大利传感器与微系统
会议论文集。这次会议由意大利传感器与

微系统协会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２－１４日在Ｎａ
ｐｏｌｉ城镇举行。本书收录了本次会议上的近
８０篇论文，为传感器与微系统及其相关技术
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传感器与微系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
综合性学科，它涉及材料科学、化学、应用

物理、电子工程、生物技术等许多领域。本

书将收录的７９篇论文依据其所属的不同领
域共分为９个部分：１．生物传感器，包含用
于血糖生物传感器的敏感元件的制备与特

性等１０篇文章；２．生理参数监测，包含了对
一种用于糖尿病人呼吸标志物检测的氧化

铟传感器的研究等４篇文章；３．气体传感
器，包含用多孔硅推动硅技术的极限：一种

ＣＭＯＳ气体敏感芯片、用基于碳纳米管的纳
米复合层涂覆的薄膜体声波谐振器制成的

蒸汽传感器、饮水机中水和酒精蒸发速率

的检测等１５篇文章；４．液相传感器，包括用
于水和空气环境化学检测的基于二氧化锡

颗粒层的光纤传感器等４篇文章；５．化学传
感器阵列和网络，包含了一个用于易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分析的多通道的石英晶体微

天平、一种用于酒质量分析的新型便携式

微系统的发展等９篇文章；６．微制造与微系
统，包括通过实验研究湿多孔硅的拉曼散

射现象、多孔硅上高流速渗透膜在氢过滤

装置中的应用等１３篇文章；７．光学传感器
与微系统，包括金属包层的漏波导化学和

生化传感应用、结构光纤布拉格栅传感器：

前景与挑战等１４篇文章；８．物理传感器，包
括通过多像素的光子计数快速闪烁读出等

６篇文章；９．系统和电子接口，包括能够估
计并联电容值的非校准的高动态范围电阻

传感器前端等４篇文章。
　　本书介绍了传感器与微系统在意大
利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对于从事传感器与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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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系统方面的研究人员及工程师们，它是

一本十分有价值的参考读物。

孙方敏，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ＳｕｎＦａｎｇｍｉｎ，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Ａ．Ｇ．Ｍｉｇｎａｎｉ．ＣＮＲＩＦＡＣ，Ｉｔａｌ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０ｔｈ
Ｉｔａｌ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８，６７４ｐｐ．
Ｈａｒ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８３３５２５

传感器与微系统
第１０届意大利学术报告会论文集
ＡＧＭｉｇｎａｎｉ等　　著
　　本书精心收集了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５－１７
日在意大利Ｆｉｒｅｎｚｅ市举行的第１０届传感
器与微系统会议上的论文。这次会议由

意大利传感器与微系统协会（ＡＩＳＥＭ）和
费拉拉大学应用物理系组织，整个会议由

９个口头宣读分组会和２个书面张贴分组
会组成，它在意大利为物理、化学、生物、

工程、材料科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跨学科的交流平台。传感器

与微系统会议论文集自第一版出版以来，

为传感器与执行器、材料与工艺技术、信

号的监控、获取和控制、数据处理、图像识

别技术、微系统、微机械等与传感器相关

学科的关键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传感器与微系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

的综合性学科，它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各个

领域。本书收录的 １０９篇论文被分成 １０
个部分介绍，１．应邀演讲报告，包括计算
机屏幕上的图像辅助技术：原理和应用等

４篇文章；２．生物传感器，包括基于纳米材
料的 ＧＯＤ生物传感器的制备与表征等７
篇文章；３．生命功能监测，包含了导管导
管内的伽玛射线探测仪、用于移动医疗的

基于红外线的心率监测１０篇文章；４．气体
传感器，包含了气敏氧化锡纳米带的发光

特性、纳米结构的三氧化钨（ＷＯ３）气敏材
料的高温沉积等３０篇文章；５．液相化学传
感器，包含了基于二氧化锡光学传感器的

水中氨的检测、用光纤探针和低成本分光

度计对水中 Ｃｒ（ＶＩ）含量的在线全自动测
量等６篇文章；６．化学传感器阵列，包含了
用于酒质量监测的具有线性温度特性的

气体传感器阵列的发展等８篇文章；７．微
制造与微系统，包含了温度对 ＭＥＭＳ振荡
器影响的仿真与建模等１３篇文章；８．光学
传感器，包含了带有微加热器和热电堆的

ＣＨ４红外传感系统等 １０篇文章；９．物理
传感器，包含了一种基于有机场效应晶体

管的应力计量传感器等１５篇文章；１０．系
统、网络和电子接口，包括一种集成的带

有分离振荡器的宽范围的阻抗／时间转换
器等６篇文章。
　　本书内容丰富新颖，几乎涵盖了传感
器的各个领域，介绍了传感器在各个领域

的新发展、新成果和新应用，适合于从事

不同传感器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

工程师们参考阅读。

孙方敏，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ＳｕｎＦａｎｇｍｉｎ，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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