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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可摘星辰”之“狭义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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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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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有趣的微观世界 
 

一、不确定原理 

牛顿第一定律中，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物体总是静止或者处于匀速运动中。这是我

们习以为常的知识，甚至把它作为定律来形容。 

 

（我是牛顿，我为自己带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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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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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现象都很好理解，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不确定原理”。 

π4

h
px 

 

x 是“观测到的粒子的位置”和“实际粒子位置”的差值。 
p
是“观测到的粒子的动量”和“实际粒子动量”的差值。 

 

如果一个物体永远静止不动，那么观测到的粒子的位置和动量都是确定的，

0px 
这违反了上面不等式。 

那么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就冲突了，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聪明的你当然已经知道了，量子力学是最终归宿！ 

也就是说即便在绝对零度（最低的温度）下，粒子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动起来，而不是永

远静止。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那我们怎么看不到物体自己在动呢，因为宏观物体量子现象很不明显。即便是沙漠里 的

一粒沙子想要自身移动一厘米也要好几个宇宙年龄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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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在绝对零度下，物质也会自身 

运动，像不自主的颤抖一样！ 

 

      

 

 

二、量子隧穿 

但是你可能会想，如果把粒子圈在一个地方，再把那个圈变得越来越小，总有那么一个

时刻粒子的位置会完全的确定。 

 

 

 

  

 

但是量子力学中还有一个“隧穿

效应” 

就像你没有力气爬到山顶去山

的另一边，你也可以直接隧穿到山的

那边，而不花费一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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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能量低于粒子逃出来的能量，还是有一定概率逃出来。 

 

             

那我们理所当然的会想到我们穿过墙到另一边的概率是多少？简单计算一下，这个比你

从宇宙开始到现在 137 亿年每天买彩票都中头奖的概率还要小得多。所以即便是你头破血

流，也不可能有这种超能力。 

 

三、概率事件 

微观粒子中，许多事情都是概率性的，上一秒你还在床上睡觉，一瞬间，你就躺在地上

了，中间没有过程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下一秒你会在哪，只知道最大概率可能在阳台上。   

   

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它之所以那么著名，是因为这个

思想实验揭示了世界的本质是概率的，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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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件令人惊喜的事！ 

倘若每个粒子都是确定的，非概率的。那么每个 DNA 分子，每个细胞，每个人，整个

世界都是由这些粒子组成，那么整个世界虽然不可预测，但都是确定的！这是多么无趣的世

界啊。 

 

幸好粒子有那么多的量子特性，未来才是精彩的，可以改变的，才有科幻中那么多的平

行世界。 

所以未来是可以改变的，美好的，为了这样的未来，请珍惜现在的自己并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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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为你续命（原作品带动态图） 
 

 

 

 

  

2 0 3 号 作 品 

马俊力、刘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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