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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5_8F_B2_E4_c65_99599.htm 1．美国化学家路易斯

于1916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共价键理论，但在本世纪20年

代曾一度被称为朗缪尔理论。原因是路易斯虽很聪明，但性

格内向，不善言谈，他提出功价键理论后，并未引起多大反

响。致使这一理论濒临泯灭的困境。幸亏三年后，一位思想

敏锐的化学家朗缪尔看出了共价键理论的重大意义，于是，

一方面凭借生动活泼流畅的文笔在有影响的《美国化学学会

志》等刊物发表系列论文，一方面又以滔滔不绝的口才在国

内大型学术会议上多次发表演说，终于使这一理论走出了困

境，得到普遍承认。 2．现在举世公认，美国科学家维纳是

信息论的创始人，因为他在上世纪50年代对信息论做了系统

阐述，并建立了维纳滤波理论和信号预测论。可早在30年代

就提出信息论的竟是中国数学家申农。最先提出信息论的却

没有成为创始者，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申农未能充分利用语文工具对信息论进行系统阐述和广泛宣

传，该是原因之一。 3．著名物理学家法拉第，早在1873年就

已经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但由于他在论述这一现象时，用

语晦涩，致使这项重大的科学发现在长达26年的确时间里被

束之高阁。后来幸亏了酷爱诗歌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以他特

有的形象思维和精练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才使这一重大

科学发现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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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