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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秋至2002年春，我有幸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编写全国干部学习读本《21世纪干部
科技修养必备》（下称《必备》）的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和研究了大量有关现代科学技术的资料，高新科学技术的可喜进展和产
生的巨大作用使我激动不已。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生物、信息、纳米等领域层出不穷的重大突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
每一位现代公民都应具备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修养，否则就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难以享用科
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这种感悟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致。
然而，《必备》一书有篇幅限制，有关现代热点科学技术的介绍和评述的内容未能在本书中得到充分
的展现，我也颇有意兴末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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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热点科学技术浅说》对当代科学技术的12个领域中的若干热点科学技术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和评述，描述了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就。
所述内容翔实、准确并具时代特色；文字简练、流畅、生动、耐人寻味，有开阔读者之视野，启发读
者之思维的作用。
《当代热点科学技术浅说》适合各级领导干部、科学技术管理人员、科学技术研究人员、高等院校师
生阅读，是一本适合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的优秀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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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颖健，理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协联成员、中国生产力学会高级会员。
《21世纪干部科技修养必备》一书第三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进步”的主要作者和第二章“科
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审稿人。
80年代公费留学日本7年，90年代应日方邀请作为特邀教授两次去日进行工作访问。
从事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研究十余年，著有《量子霍尔效应》一书。
90年代与日本学者合作出版了《跨世纪的思维方式——打破现状思维的七项原则》一书，2003年又在
此基础上出版了《新思维范式》一书，系统地介绍了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思维方式——打破现状
的思维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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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还认为，当大爆炸早期发生时，应该产生非物质的宇宙。
然而使科学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大爆炸后宇宙仍然充满物质——恒星、行星和人类？
为什么宇宙不是一无所有？
　　物理学家利用加速器产生反物质，然后把反物质的衰变速率同物质衰变速率进行比较，试图回答
上述问题。
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工作的科学家小组在《物理评论通讯》上发表论文宣称，在他们正在实施的
巴巴实验项目研究中发现B介子和反B介子衰变速率有差别，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是物质而不是反物质
控制着宇宙。
　　在加速器中产生的B介子和反B介子，实际上是研究人员探测到的衰变速率有差别的第二种粒子。
该衰变速率差别又称电荷宇称不守恒现象。
这种现象是研究人员于1964年研究K介子及反K介子时被探测到的，参与这项研究的两名物理学家是克
罗宁和菲奇，他们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也有人认为，他们的实验结果是一种特例。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国际小组成员史密斯说：“经过37年不断探索更多的电荷宇称不守恒的
实例后，现在物理学家认为，至少有2种亚核粒子显示出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寻找电荷宇称不守恒（又称CP破坏）的物理学家，在一个从零到正负1的范围内测量其结果。
这一结果是有意义的，因为结果不是零。
若结果是零则表明衰变速率是相同的。
菲奇认为，这是第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不等于零的结果。
日本的科学家小组也发表了关于B介子的测量结果，但是，他们的测量被认为是不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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