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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物理学名词》进入公示阶段

物理学是探讨物质结构、性质及

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既为自然科学的

基础，也推动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相应的，物理学名词是自然科

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基础名词的重要

组成部分，历来受到高度的重视。

中 国 早 在 先 秦 时 期 就 有 了

“磁”、“电”等物理学名词的出现和

流传，而物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主

要是在西方科学发展起来后传入我

国的，因此绝大多数的物理学名词

是由西文名词翻译而来，这段历史

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系统的编

订工作则始于20世纪。1932年中国

物理学会成立之初，即将物理学名

词的统一编订列为学会的常务工作

之一，编订工作从此走上了更加科

学、深入、系统和专业化的道路。

从1934年开始，陆续出版了由中国

物理学会审定的《物理学名词》，对

我国物理学名词的规范化起了重要

作用。近期影响最大的是全国自然

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名

词委）1996 年公布的《物理学名

词》（简称96版）。新的这本《物理

学名词》（简称新版）是在 96版的

基础上修订增添而成的。

修订工作始于2006年。首先是

希望能反映物理学的新发展。近年

来，低维体系物理、介观物理、软

物质物理、无序体系物理、强关联

体系物理和量子信息物理等领域有

长足的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词

汇，需要规范和收录。例如Q字头

的名词数量，和 96 版相比增加了

约 2 倍，新添词大多以 quantum 和

quasi-开头；以 spin开头的词，为原

有词条数的3倍。这些数字反映了研

究热点的变化。在名词分类目录表

上，特别添加了“交叉学科”栏目，

包括天体物理、宇宙学、非线性物

理、生物物理、信息物理等方面的部

分词条，以适应物理学与这些领域

关联的加深。新版收录的词条总数

超过14000则，约为96版的1.8倍。

其次，在96版的使用中也发现

个别词条的定名、或附加的简短说

明不够恰当，相应地做了修正。例

如“Anderson localization”，原定名

为“安德森定域”，现改为“安德森

局域”更准确一些；“cluster集团”，

添加了“团簇”的定名，这是近代

研究颇多的领域。修订中还删除了一

些可不收入的名词，如digital timer,

double layer等一般用词；此外，由

于简化汉字规范方面的变化，“图

象”要改为“图像”，“择尤”要改为

“择优”，也涉及到一些条目。变动条

数约占96版总条数的6%。物理学名

词中涉及人名的名词很多，如“牛顿

第一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等，

对于人名的英语表述后是否添加

“'s”，修订时按英语的使用习惯做了

处理，这部分的变动未计及在内。

第三，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

繁，名词术语的不同往往成为障

碍，名词的标准化成为两岸学者共

同的愿望。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参

考了台湾最新版(2003年版)的《物

理学名词》。对于两岸定名差异颇

大，常常被提到的一个典型实例是

plasma，大陆定名为“等离子体”，

台湾则称为“电浆”，这次修订，我

们在“又称”后，添加了台湾的定

名，尽管这一定名仍不理想，但

毕竟它更适应于等离子体物理发

展到涵盖正负离子不等量的情形。

第四，对于某些规定得过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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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不便执行的定名，做了一些调

整。例如 crystal lattice，原称“晶

格”，考虑到材料结构领域用语的习

惯，添加了又称“晶体点阵”，lat-

tice point 的定名，除原有“格点”

外，补充了又称“阵点”。“vector

矢量”条，为反映数学学科再次定

名为向量，新版用附加又称“向

量”来解决。类似的probability对应

于“概率，又称几率”，反映了这两

个定名均被广泛使用的事实。将

“常数”定名为“常量”的又称，

则是沿用了96版的处置。对于外国

学者的姓名，鉴于物理学的新进展

往往和一些不为人们所熟悉的研究

者的姓名相关，译成中文常常让人

摸不着头脑，在比较专业的书籍和

论文中许可用国际上通用的英文写

出，应该是比较实际的解决方案。

此外，从2006年开始我们还在

《物理》杂志上开辟了《物理学名

词》栏目，公布新定名的物理学名

词，发表有关名词工作的文章和对

某些名词定名的讨论，也登载过台

湾学者的文章，增加了大陆物理学

界对台湾同行工作的了解。在此，

感谢该栏目的所有作者，他们的参

与推动了物理学名词的工作。

对于词条的分类排列，我们和

96版的审定者有同感。由于物理学

各分支领域之间概念有较多的交

叉，词条的编排相当困难。新版收

词量的增加，使问题更加突出。在

这方面，我们只能是用更多的时

间，尽可能做好。读者可利用中英

文索引部分寻找到所要的词条。

在新版初稿完成后，委员会特

别邀请了丁大军、李方华、林宗

涵、胡希伟、黄涛、彭堃墀、钱祖

文、肖佐、郑伟谋、郑志鹏和朱星

等物理学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审

阅，并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做

了认真的讨论和处置。在名词工作

后期的定稿阶段，特别邀请了在美

国Wellesley女子大学长期从事物理

教学和研究的胡越教授参与相关工

作，使名词的英文定名更符合国际

惯用的表述。在整个修订过程中都

得到全国名词委的支持和指导，也

得到了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科学出版社和《物理》杂志

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热切

希望使用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

后讨论修订，使之日臻完善。

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2015年9月

光量子技术要求光源按需发射单光子。光源的实

用化必须满足 3个基本要求：单光子性(光源必须每次

都能够辐射出单个光子)；全同性(所有的光子必须在频

率和偏振等方面完全相同)；以及提取效率。这 3个特

性还从未有人曾经在单一器件中同时获得。但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陆朝阳研究组展示了一种可以同时满足这

些要求的单光子源。

他们的方案是利用红外激光脉冲共振激发一个半

导体量子点，引发红外频率的单光子发射。在之前的

量子点结构器件的演示中，陆朝阳组获得的提取效率

只有6%，现在他们把这个效率猛升到66%。在新的方

案中，他们将量子点放入一个共振频率可以与之匹配

的微柱腔内，利用普赛尔(Purcell)效应来增强量子点的

辐射速率。微腔同时有效地将量子点的辐射汇入单模

光纤。在实验中，这个器件每秒钟辐射出 370万个干

净的全同单光子。

这个方案可以成为玻色子取样机的基础，这个量

子装置在解决某些计算任务时速度可以超过任何经典

计算机。他们估计利用几十个这种完美的单光子，玻

色子取样装置执行这些任务的效率就会超出市场上最

好的桌面计算机。

更多内容详见：Xing Ding et al. Phys. Rev. Lett.，

2016，116：020401。

(王树峰 编译自 Physics, January 14, 2016)
在微柱中的一个量子点构成干净、全同的单光子源

全能单光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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