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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路甬祥序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特别是20 世纪以来，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随着人类利用
自然资源的手段与方法不断丰富，技术创新、产业进步已成为推动生产力空前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
决定性因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20 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
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创立与发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和对物质与能量统一性的认识，成为了20 世纪
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理论基石； 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在揭示生命遗
传奥秘方面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奠定了生物技术的基础，对现代农业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 信息科学的发展为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智能制造提供了知识源泉，并为人类认知、经
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大陆漂移学说和板块构造理论，对地震学、矿床学、古生物地
质学、古气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的宇宙演化观念的建立为人们勾画出了基本粒子和化学元素
的产生、分子的形成和生命的出现，乃至整个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的图景。
20世纪也是技术革命的世纪。
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市场的强劲拉动，使人类在技术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能源、材料、信
息、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等领域发生了全新变化。
新能源技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动力；新材料技术为人类生活和科技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物
质材料基础，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和工业的繁荣；信息技术使人类迈入了信息和网络时代；航空航天
技术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和视野；医学与生物技术的进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
历史上，中国曾经创造出辉煌的科学技术，支撑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延续。
在15 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水平曾遥遥领先于欧洲。
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从雪花的形状到绘图的艺术、血液循环、造纸、养蚕，包括更有名的指南针和
火药，都是首先由中国人发现或发明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 影响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古代中国的天文记录至今仍为天文学家在研究天体物理
现象时所用。
中华文明同其他悠久的人类文明一样，成为了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源泉。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18~19世纪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及现代科学教育与知识的传播，加快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古老的中华帝国敲响了警钟。
就在《自然》创刊前后，中国的一批精英分子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一批批中国学
子到西方高校及研究机构学习，其中一些人在科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一大批留学生回国，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道，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在很短的时间里，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两弹一星”；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成功
合成了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蛋白质；杂交水稻研发及其品种的普及
，显着提高了水稻产量，造福了全世界几亿人。
中国人在材料科学、航天、生命科学等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这些都展现了中国在现代科技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科研产出日益增加，中国的许多重要成果已经发表在像《自然》这样
的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上，扩大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科学家和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
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科技力量。
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将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伴随着现代科学产生的科技期刊，忠实地记录了科学发展的轨迹，在传播和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技期刊及时地报道学术进展，交流科学思想和方法，探讨未来发展方向，以带动学术争鸣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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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中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应更加重视科技期刊的发展，学习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先进科技期
刊的办刊理念和方法，提高期刊的数字化水平，使中国的一些科技期刊早日具备世界影响力，为中国
科学技术的发展创建高水平的平台。
20世纪的生物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许多重大发现，都被记录在《自
然》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和自然出版集团携手合作，从《自然》创刊近一百五十年
来发表过的十万余篇论文中撷取精华，并译成中文，以双语的形式呈现，纂为《〈自然〉百年科学经
典》丛书。
我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并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将跨越不同的文化，促进国际间的科技交流
，向广大中国读者提供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知识文献，为提升我国科学技术研发水平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赞成并积极支持此项工作。
丛书将带领我们回顾近一百五十年来科学的发展历程，从中探索科学发展的规律，寻求思想和智慧的
启迪，感受科学家们百折不挠的钻研精神。
阅读这套丛书，读者可以重温科学史上一些科学巨匠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历程，拓宽视野，拓展思路
，提升科研能力，提高科学道德。
我相信，这套丛书一定能成为社会各界的良师益友，增强他们对科学的了解与热情，加深他们对科学
的尊重与信心。
借此机会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集团、自然出版集团策划出版本丛书的眼光和魄力
表示赞赏，对翻译者、审校者和编辑者为保证丛书质量付出的辛苦劳动表示感谢。
 李政道序如何认识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物质层面，尤其是近百
年来，自然科学取得了很多跨越性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二是精神层面，科
学精神日益深入人心，这种科学精神并不是认为科学万能、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它应该是一种老
老实实、严谨缜密、又勇于批判和创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坚持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信
念。
这种科学精神可能比物质意义上的科技成就更重要，因为技术进步的影响可能与时代具体的背景有密
切关系，但科学精神却永远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这套《〈自然〉百年科学经典》丛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
科学各个领域发展的历史轨迹，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无数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艰难求索、百
折不回的精神世界。
《自然》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之一，反映了各个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概貌，报道了现
代科学中最重要的发现。
这套丛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汇聚了狭义相对论的提出、量子理论的成熟、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
这些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的大事件、大成就，还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文章囊括进来，并展现了
围绕同一论题进行的学术争鸣，这是一种难得的眼光和胸怀。
科学之路是艰辛的，成功背后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失败，前人的失败是我们今日成功的基石，这些努力
不应该被忘记。
因此，《〈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这套丛书不但能让读者了解对人类科技进步有着巨大贡献的科学成
果，以及科学中的焦点和前沿问题的演变轨迹，更能使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感受到思想激辩带来的火
花和收获背后的艰苦努力，帮助他们理解科学精神的真意。
当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已经制定了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
要，为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过多年的积累也已经具备了很好的理
论和人才基础。
如何进一步引进国外的学术精华，促进中外科技交流，使科学精神深入人心，使中国的科技水平迅速
提升至世界前列就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课题。
因此，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出版这套《〈自然〉百年科学经典》丛书，对
中国的科技发展可谓贡献巨大，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获得极大成功，促进全民族的科技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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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事业永无止境。
这是科学的永恒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砥砺自身、不断求索的动力所在。
这样的事业，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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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t;自然&gt;百年科学经典(1966～1972)(第5卷)(英汉对照)》是英汉对照版的科学主题丛书，收
录并翻译了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自1869年创刊以来发表过的近千篇精华论文，再现了过去近一
百五十年间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艰辛跋涉、不断探索的历史足迹：从狭义相对论的提出到量
子理论的日趋成熟，从同位素的发现到纳米管的诞生，从研究太阳黑子到追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从
报道苏伊士运河通航到关注全球气候变暖，从进化论之争到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百年自然科学
的波澜壮阔，尽在《（自然）百年科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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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总顾问：李政道(Tsung-Dao Lee) ；主编：马多克斯(Sir John Maddox) 、坎贝尔(Philip
Campbell) 、路甬祥；编委：许智宏、赵忠贤、滕吉文、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维克拉姆?萨卡尔
（Vikram
Savkar）、戴维?斯温班克斯（David Swinbanks）
李政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1957年，他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马多克斯《自然》杂志前任主编，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演说家和作家。

 坎贝尔《自然》杂志现任主编，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员，英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智宏，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赵忠贤，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超导物理学家。

 滕吉文，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

 菲利普?鲍尔，英国著名的科学和科普作家，《自然》杂志顾问编辑。

 维克拉姆?萨卡尔，自然出版集团教育出版总监及高级副总裁。

 戴维?斯温班克斯，自然出版集团出版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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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巨石阵——日月食的预报器
巨石阵——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天文台”
UGA：遗传密码中的第三个无义三联密码子
入噬茵体阻遏物与入DNA的特异性结合
北太平洋：一个球体上的板块构造实例
快速脉动射电源的观测
旋转中子星作为脉动射电源的起源
视紫红质的吸收光谱：500nm吸收带
支持脉冲星P5R0833-45的旋转模型的证据
通过微波辐射探测到星际空间中存在水分子
体外成熟后的人类卵母细胞体外受精的早期阶段
星系核是塌缩的老年类星体
地外生命存在的证据：孢粉素与存在于奥盖尔陨星、默里陨星以及一些地球
上微化石中的不溶有机质的同一性
在埃塞俄比亚奥莫下游盆地的上新世／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人科化石
“反常”的水
中子星内部的超流
在斯瓦特克朗斯南方古猿遗址的新发现
致癌RNA病毒粒子中的RNA依赖性DNA聚合酶
劳斯肉瘤病毒粒子中的RNA依赖性DNA聚合酶
反常水的键合模型
排卵前的人类卵母细胞在体外的受精和卵裂
证明聚合水是胶状硅酸盐溶胶的证据
在培养基中生长的人类囊胚
DNA复制之谜
聚合水与聚合污染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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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毫无疑问，在文明的早期，人类不得不去面对同样的难题。
通过选择临界时刻的月亮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避这个难题，比如选择某个特定时间，如冬至点或者
春／秋分点，之后的满月时刻。
在公元前两千年，得洛斯人认为临界时刻的月亮是冬至点之后的第一次满月，巨石阵的建造者很可能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月亮升起方位与柱坑排列之间显然存在的密切联系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如果巨石阵的建造者们所采用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观测方法，那么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发现19年的周期
或称默冬章。
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留下这些以及其他柱坑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与太阳和月亮活动有关的初步知识。
一旦找到了令人满意的排列方式，就可以建立更为耐久的标志。
如果前面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从筑堤等的开工到第一个主体石结构建成之间为什么需要花费那么长
时间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踵石附近四个大柱坑的位置和间距表明它们与长堤上的柱坑是有关联的，特别是与“D”号石和踵石
有关联。
从坑的大小来看，踵石附近的四个大柱坑显然比长堤上的柱坑大很多，而且可能更加固定。
如果把“B”号石也包括在内，那么这七个被用于观测的标志就可以作为一个粗制的“游标尺”。
当与从相反方向观察到的落日相联系时，它就可以被作为一种确定月食可能发生时刻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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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过如此大部头的《自然》杂志的科学论文精选集，这套选集将很有可能成为相关
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史研究甚而近现代社会发展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英国著名科学和科普作家 《自然》杂志顾问编辑 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在《自然》上，发表
的是新颖的、创新的、对世界确实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内容。
这不仅对新一代的人去思考问题，产生一些新的思维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
学科交叉中有重大的发现。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滕吉文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国外的一
些出版单位合作，把《自然》一百多年来出版的论文的精选部分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可以帮助
读者追踪自然科学发展的轨迹与脉络，提高读者的科学素养和对于科学方法的认识。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中科院院士 吴新智经过严格的、高水平的英文翻译，
再经过严格的审校，能帮助我们对一百多年科学发展的历史有比较正确的、全面的理解。
 ——清华大学教授 尚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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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科学经典1966-1972(第5卷)(英汉对照版)》编辑推荐：1967年，麦肯齐和帕克确立板块构造理论
；1968年，休伊什发现第一颗脉冲星；1969年，一些科学家开始对繁昌水的存在提出质疑；1970年，
巴尔的摩和特明等各自独立发现逆转录现象；1971年，文提出阿司匹林样药物的作用机制，爱德华兹
开创人类体外受精技术，太田朋子和木村资生估算出进化过程中氨基酸的替换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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