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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B2_E6_95_99_E6_c25_20977.htm 复习提示及命题预测 本

章增加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信息与信息论、人类基因组计

划、认知科学、脑科学等知识点，应重．汽掌握。针对本章

，考生应在通读的基础上，掌握各个知识．点中的一些要．

奴，即应该了解的一些常识性问题，基本上是能应付考试的

。从近年各地命题情况来看，本章主要是针对目前一些热点

科技问题出题，如基因、生态平衡等，考核科学常识的题目

较少，且集中在一些重大科技事件上。 本章知识结构图 知识

点详述 第一节 科学常识 一、热力学三定律 1．热力学第一定

律 (1）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其内容为：

在任何孤立的物质系统中，不’论发生何种变化，无论能量

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从一部分物质传递给另一

部分物质，系统的总能量守恒。 (2）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

产生：运动守恒的思想，早在近代物理学出现之前，就已从

哲学上提出来了。19世纪物理学家从实验上寻找证据，终于

揭示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3）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产生

的意义：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确立，给了科学家们很大鼓

舞。它被称为物理学的“最高定律”、“宇宙的普遍的基本

定律”。恩格斯称之为19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运用这个定

律研究物质运动的问题时，常常可以只从起始状态和终结状

态的能量变化上作总体的把握，不必考虑变化的具体过程和

细节，这就给了人们很大的方便。在哲学上，它为人们认识

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物质运动在量上和质上的



守恒性，都提供了科学上的依据。 2．热力学第二定律 (1）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热能的传递具有不可逆性，即在没

有外界作用的情况下，热能只会从热体传向冷体，而不可能

从冷体传到热体。 (2）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意义：热力学第二

定律告诉我们，热总是从高温物体传向低温物体，要改变这

个传向必须有外界的作用。在封闭系统内（即无外界作用的

情况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在封闭系统内总是存在着热

耗散（嫡增加）的过程，其结果将是该系统内部的热平衡。

3．热力学第三定律 热力学第三定律可表述为：不可能用有

限的手段使一物体的温度达到绝对零度。该定理又称为绝对

零度不可能达到原理。该定律指出，物体的温度可以无限接

近绝对零度，但用有限的方法是不可能达到绝对零度的。由

热力学第三定律能够证明：当温度趋于绝对零度时物质的膨

胀系数、压强系数、比热等物理量都趋近于零。 绝对零度相

当于分子热运动停止。绝对零度不能达到，意味着分子的热

运动不可能完全消失，物体不可能达到绝对静止状态。这里

为运动的绝对性提供了一个自然科学的证据。 二、电磁理论

19世纪，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总结宏观电磁现象的规律，

引进了位移电流的概念，指出变化着的电场能够产生磁场；

变化的磁场也能够产生电场，这种变化着的电场和磁场共同

构成了统一的电磁场，电磁场以横波的形式在空间传播，形

成所谓电磁波。并推算出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和光的传播速度

是相同的。这就是著名的电磁波学说。在此基础上，他用偏

微分数学方程来表达电磁现象的基本规律，建立了经典磁学

的基本方程。方程表述了电荷、电流如何产生电磁场的规律

；电场和磁场相互影响，导致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变化



的规律；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的

传播速度。麦克斯韦在研究了电磁波和光现象的关系后，又

建立了自己的光的电磁波说。 1887年，赫兹用实验证实了麦

克斯韦预言的电磁波的存在，井证明它的性质和光一样，电

磁波的速度和光的速度一样，只是波长不同。这样光即电磁

波的理论证实了，为现代无线电的发明创造了前提条件。 三

、相对论 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创立的物理学理论，描述物体的

高速运动和相关的时空性质，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 狭义相对论假定：光的传播不需媒介，真空中的光速在一

切惯性坐标中均是一个常数(C）。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

一切客观物体的运动规律，在各个不同的惯性坐标中均有相

同的形式。也就是说，不存在以最简单数学形式描述物理运

动的特殊的惯性坐标。宇宙中不存在特殊的惯性坐标的假说

，被称为“相对性原理”，爱因斯坦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相

对论。根据狭义相对论，运动的尺子要缩短，运动的钟会变

慢，光速是物质运动的极限，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是相对的

。在物体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的情况下，相对论力学也就变

成了牛顿力学。在此基础上，爱因斯坦提出，物体运动速度

趋近光速时，质量会趋向无穷大（质一速关系式）。电子运

动实验证实了这一点。爱因斯坦还提出了质能关系式。质能

关系式表明，质量的亏损伴随着巨大能量的产生，这也得到

了原子核物理学实验的验证。 爱因斯坦从牛顿第二定律中的

惯性质量和万有引力定律中的引力质量两者相等的事实出发

，提出著名的等效原理和广义协变原理，建立了新的引力理

论—广义相对论。 根据等效原理，一个加速度为a的非惯性系

等效于含有均匀引力场的惯性系，也就是说，在一个加速系



统中所看到的运动与存在引力场的惯性系统中所看到的运动

完全相同。比如，地球引力场中自由下落的人的感觉与太空

中的失重情况相同，这也得到宇航员的亲身验证。 根据广义

协变原理，无论在惯性系中还是在非惯性系中，物理规律都

有相同的数学形式。这样，相对性原理由惯性系推广到非惯

性系，狭义相对论就变成了广义相对论。根据广义相对论，

时空的性质不但取决于物质的运动，而且也取决于物质在空

间的几何分布。物质和运动在决定时空性质方面有等价性。

在引力场中，空间不再平直，而是弯曲的。物质密度高的地

方引力场强度大，时空也弯曲得厉害，其中时间的弯曲是指

时间流逝的节奏。 根据牛顿的理论，月球围绕地球运动的轨

道是一个椭圆，维持这种运动的是万有引力。根据爱因斯坦

的理论，由于地球的质量使其周围的空间弯曲，月球不过是

在弯曲了的空间中沿最短路径运动而已。“物质告诉时空怎

样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物质、运动和时空三者

之间有不解之缘。相对论不但引起了物理学革命，也深刻影

响了人类的时空观。 四、量子力学 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电

磁波和其他波一样，能量是连续分布的。190。年，普朗克提

出，电磁波的吸收和辐射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其最小单元是

：，称为量子。爱因斯坦在解释光电效应实验时提出，光能

转化为电子能量时，其转化值也不是连续的能量，而表现为

“粒子”的行为，被称为“光量子”（光子）。人们认识到

：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光子的能量与光波的频率联系在一起

，光在传播过程中表现为波动，在同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表现为具有粒子行为的光量子。反过来，德布罗依提出，通

常的粒子，如电子、质子、中子等粒子有波动性。随着原子



核物理学的发展，质子、中子、原子、分子的波动性都被证

实，波动性是物质粒子普遍具有的基本性质。 原子轨道内电

子的运动状况很难观测，但原子光谱线的频率和强度可观测

。这种情况如钟的运动可观测，但这样一套齿轮推动钟的运

动却看不到。海森堡从可观测的原子光谱线的频率和强度出

发，建立了量子力学的一种数学表达式—矩阵力学。薛定愕

提出了波函数的概念，给出描述物质波的运动方程，建立了

量子力学的又一种数学形式—波动力学。薛定愕方程应用较

为广泛。薛定愕还证明了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的等价性。根

据玻恩对波函数的统计解释：粒子波函数在空间某点的强度

（振幅的平方）与粒子在该处出现的几率成正比，物质波是

一种几率波。电子衍射实验说明，几率波就是大量电子运动

的统计结果，对单个电子，波函数所表示的只是电子出现的

几率。 海森堡深刻研究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后，发现微观

粒子不能同时存在动量和位置的精确的数值（在牛顿力学中

，这两者的精确值是同时存在的），并且，对动量测得越精

确，对它的位置就测得越不精确，反之亦然。对微观粒子所

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海森堡称之为“不确定关系”。在我

国，因为这一“不确定关系”是通过测量来测出的，有些人

有译作“测不准关系”。 由于量子力学所描述的粒子的行为

是统计的行为，未能给出对单个粒子运动的精确的描述，在

量子力学理论中不存在粒子运动轨道的概念。对此，爱因斯

坦认为，量子力学是个暂时的方案，“可爱的上帝不是在掷

般子”。这便是20世纪围绕着量子力学哲学诊释所进行的争

论。 五、信息与信息论 “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

我国两千年前的西汉，即有“信”字的出现，“信”字可作



消息或信息来理解。作为日常用语“信息”经常指音信，消

息；作为科学技术用语，“信息”被理解为对预先不知道的

事件或事物的报道或者指在观察中得到的数据、新闻和知识

。 “信息”使用的广泛性使得我们难以给“信息”下一个确

切的定义，但是，一般说来，信息可以界定为由信息源（如

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发出的被使用者接受和理解的各种信

号。作为一个社会概念，信息可以理解为人类共享的一切知

识，或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从客观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各种消息

之和。信息并非事物本身，而是表征事物之间联系的消息、

情报、指令、数据或信号。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都在发出信息。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接收信息。在

人类社会中，信息往往以文字、图像、图形、语言、声音等

形式出现。 信息论是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的计量、传递

、变换和储存的科学。这是一门应用性科学，主要任务是通

过研究通信和控制系统中信息传输的共同规律，提高信息传

输的效率和可靠性。 20世纪40年代，应用数学家申农与韦弗

合写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一书给出了测量每个消息平均信

息量的数学公式（概率和对数形式）。申农认为一般的通信

系统包括信息源、发送机、信道、接收机、消息接受者五个

部分，从而避开了复杂的语义问题，仅从技术和数学关系方

面研究消息的传递，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标志信息论的产生

。 申农的信息论在发展过程中曾指导通信工程师解决了不少

实际问题，但这是一种概率信息论，范围局限在通信问题上

。客观世界中的信息、信源和信息接受者很复杂，在某些信

息传递过程中，不能排除语义问题。为解决这类问题，随后

产生了广义的信息概念及适应图像识别和视觉研究需要的模



糊信息论。 物质、能量、信息是支撑文明的三大要素，也是

自然界所具有的三种存在形式。实际上，科学就是解读自然

的信息，现代社会已成为信息社会，信息技术是当今主导技

术。显然，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信息，信息论的方

法被应用到许多方面，一个内容广泛的信息科学正在成长。 

六、遗传变异 遗传与变异是生命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它通过

生物一代接一代地繁殖表现出来。 (l）遗传是指亲代的性状

在下一代表现出来的现象。 生物体要维持种族的延续，就必

须把它们的遗传信息稳定地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说要

把DNA分子稳定地传给后代。父母亲把DNA先复制一份，然

后再以某种方式一起传给子女。DNA分子复制时，亲代DNA

的两条链分别作为模板，通过碱基配对合成两条新生的DNA

链，形成两个双链DNA分子，每个DNA分子中都含有一半亲

代的DNA链，这两个各含一新一旧的双链DNA就被分配到两

个子代细胞中去，这种复制方式称为半保留复制。DNA分子

的复制是生物体繁衍的必经过程，而半保留复制的形式则保

证了遗传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的本质所在。 (2）变异是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不

同个体之间的性状差异。 遗传变异的原因：①是由于杂交所

引起的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②是由于遗传物质本身的突变

。 DNA与遗传变异的关系：由于DNA是遗传基因的化学实体

，因此，DNA的准确复制保证了遗传的相对稳定性；DNA的

突变或重组，则表现为遗传性的变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