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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方程式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知识

上的问题，同时，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本身也

是非常美丽的。许多科学家都曾坦承，自己非

常喜欢某些方程式，并不仅仅因其功能，更在

于它们所表现出的那种简约而不简单、形式如

诗句般优雅的美感。

以下，便是由 LiveScience网站刊登出的世

界各国科学家们鼎力推荐的美丽方程：

一、广义相对论

该方程式由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

因斯坦于 1915 年提出，是开创性理论——广

义相对论的组成部分。它颠覆了科学家们此

前对于引力的定义，将其描述为时空扭曲的

结果。

“直到现在，我依然为单独一个数字方

程 就 可 以 完 整 覆 盖 时 空 的 定 义 而 感 到 震

惊。”美国空间望远镜研究所天体物理学家

马 里 奥·利 维 奥 表 达 了 自 己 对 该 方 程 的 推

崇，“这个方程式堪为爱因斯坦天才智慧的

结晶。”

利维奥解释道：“该方程式的右边部分，

代表着我们所在宇宙，包括推动宇宙膨胀的

暗物质在内的总能量。左边则表述了时空的

几何形式。左右两边合起来描述了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的实质，即质量和能量决定了时

空的几何形式以及曲率，表现为我们俗称的

引力。”

“这是个优雅的方程。”纽约大学的物理学

者凯尔·克兰默尔对利维奥的意见表示赞同。

同时，他还指出该方程式展示了时空、质量与

能量之间的关系。“这个方程式告诉人们三者

之间的相互关联，比如太阳的存在是如何扭曲

了时空，导致地球围绕它进行轨道运动。它还

解释了宇宙自大爆炸之后的进化情况，以及预

言了黑洞的存在。”

二、标准模型

这是另外一条被物理学界奉为经典条文

的方程式。标准方程描述了那些被认为组成

了当前宇宙的基本粒子。它还能够被压缩为

以 18 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和天文学家约瑟夫·
路易斯·拉格朗日命名的简化形式。

美国加州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理论

物理学家兰斯·迪克森推荐了该方程式。在

他看来，它成功地描述了除重力之外，人们

迄今为止在试验室中所发现的基本粒子与

力，其中就包括新近被发现的被称为“上帝

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即该方程式中的希

腊字母“φ”。

不过，尽管标准方程与量子力学、狭义相

对论可以彼此兼容，但是却难与广义相对论建

立统一关系，因此它在描述重力上无能为力。

三、微积分基本定理

如果说，广义相对论与标准方程描述的是

宇宙的某些特殊方面，那么其他一些方式则适

用于所有情况，比如微积分基本定理方程。

该方程式堪为微积分学的肱骨理论，并且

把积分与导数这两个微积分学中最为重要的

概念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它表述了某平滑

连续变量的净变值，比如其在特定时间内走过

的距离，等于这个量变化率的积分，即速度的

积分。”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数学系主任马尔卡

纳·布拉卡洛娃-特里维西克说。“微积分基本

定理让我们能够在整个间隔变化率的基础上，

测算某一间隔的净变值。”

说到微积分，实际上早在古代该学科的萌

芽就已经开始萌发，直到 17 世纪时最终由伊

克萨·牛顿整理成科，并开始将其应用于描述

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规律。

四、勾股定理（也称：毕达
哥拉斯定理）

该定理可谓老而弥香的骨灰级理论，几乎

是每个学生开始学习生涯后，学到的第一批几

何知识之一。

这条定理的具体内容是：任何直角三角形

的两个直角边长度的平方相加，其和等于剩下

那条斜边长度的平方。

“毕达哥拉斯定理，是第一个让我感到震

惊的数学定理。”推荐这条方程式的美国康奈

尔大学数学家戴安娜·塔米娜说。而她给出的

理由是：“这条几何学中的定理，也同样能够用

数字进行表达。这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我

来说，是多么的奇妙有趣。”

五、欧拉方程

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方程式，实质上描

述了球体的本质。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

院的数学家科林·亚当斯的话说：“如果你能够

将一个球体分割成为面（F）、边（F）和点（V），

那么这些面，边和顶点之间的关系，必定符合

V-E+F=2。”

在亚当斯看来，该方程式最大的魅力在

于，它以一个包含面、棱和顶点数目的方程，体

现了不同形状物体的本质属性。不管代入的

是什么样的物体，该程式的结论都是成立的。

比如，除了球体，如果人们考察 5 面金字塔形，

即 4 个三角形与 1 个正方形的组合，就会发现

等号的右边，一样会是数字 2。

六、狭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再次因为自己的相对论入选本

次评选，只不过这次是狭义而不是广义相对

论。

狭义相对论并没有把时间和空间看做绝

对、静止的概念，它们呈现的状态与观察者的

速度有关。这个方程式描述了随着观察者向

某一方向移动的速度加快，时间是如何膨胀，

或者说开始变慢。

“该方程式最伟大的一点，恰恰在于它是

那么的平易近人。”欧核中心粒子物理学家比

尔·莫瑞说。“整个方程中并没有代数等复杂的

运算，一个普通中学生都能够完成计算。当

然，它不可能仅仅只是这么简单。实际上，这

个方程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宇宙的角度

和方式，一种看待人们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

态度。而最精妙的是，要反映这么深厚的内

涵，该方程式却只借助了最为简单的数学方

式，任何想要解读它的人都可以得偿所愿。”莫

瑞表示。

在莫瑞看来，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相

比，这位大科学家的狭义相对论更令自己钟

爱。因为理解前者所需要的那些深奥数学知

识，连他这样的专业学者都会感到一头雾水。

七、1=0.999999999…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等式。1

等于 0.99999……这个无穷数。之所以推荐这

个等式，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家斯蒂文·斯特

罗盖茨的理由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它，但同时

人们又会觉得有些不甘心，不太愿意相信这种

“简单”意味着“正确”。在他看来，这个等式展

现了一种优雅的平衡感——1代表着数学的起

始点，而右边的无穷数则寓意无限的神秘。

八、卡伦·西曼吉克方程

“卡伦·西曼吉克方程可以说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方程之一。它告诉我们

在量子世界里，需要全新的思维和眼光。”美国

罗格斯大学理论物理学家马特·斯特拉瑟给出

了自己的推荐理由。多年来，该方程在诸多方

面都得到了有效应用，包括令物理学家们测量

质子和种子的质量。

按照基础物理学，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和

电磁力，与两物体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将

质子、中子聚合在一起组成原子核的那种力

量，也具有此属性。它同样也是将夸克聚合在

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本身的原因。不过，哪怕

微小的量子震荡，都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这种力

量与距离之间的关系状况。

“这种特性，阻止了该力量做长距离延伸时

产生衰减，并且使其令其能够捕获夸克并将其压

聚成为质子和中子，进而构成组成人类世界的原

子。因此，卡伦·西曼吉克方程的意义就在于，用

相对简单易行的计算效果，将这种剧烈且难于计

算的重要关系表达了出来。”斯特拉瑟说。

九、极小曲面方程

“这个方程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吹出的

那些肥皂泡的秘密。”威廉姆斯学院数学家弗

兰克·摩根在推荐时表示，该程式是非线性的，

蕴含了指数、微积分等知识，描述了美丽肥皂

泡性质背后的数学。这与人们相对熟悉的热

方程，波动方程以及量子力学领域的薛定谔方

程等线性偏微分方程，有着很大的不同。

十、欧拉线

“首先，从任意一个三角形开始，画出圆周

经过该三角形三个顶点的圆并找到圆心。接

着，找出三角形的重心，并对着它的三条边分

别作垂线，画出相交点。这样，得到的三个点

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即三角形的外心、重心和

垂心处于同一直线)，而这条直线就是这个三

角形的欧拉线。”纽约数学博物馆创办人格兰·
惠特尼如此解释欧拉线。在他看来，这条定理

展现了数学的魅力与力量，因为那些表面显得

简单而熟悉的图形，实际上却展示了足以令人

惊讶的内容。

那些年我们学过的方程式
——十大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魅力方程”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综合外电

霍金曾说：“除非我们移民太空，否则，我

不认为人类在未来一千年还能幸存下来，因为

会有太多意外事故降临到栖身于这颗行星的

生命身上。不过我是个乐天派，相信人类会走

出去，找到适合居住的其他世界。”而火星则是

他认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

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将目标锁定

火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向那里

不断发射探测器，逐渐在剥离火星的神秘面

纱；甚至美国前火箭工程师、亿万富翁丹尼斯·
蒂托个人还制定资助 2008 年飞掠火星的旅游

计划；更有人在设想，假如人类像登陆月球一

样，在火星会怎样生活呢？

据英国广播电台、《独立报》网站近日报

道，3 月初，一家专门鼓励火星探索和研究的

非营利性机构火星研究协会，在美国西部犹他

州的汉克斯维尔沙漠中开展了为期两周至一

个月的模拟火星生活试验。（图 1）

试验期间，6位“宇航员”置身于类似火星地

貌的、美国西部犹他州汉克斯维尔沙漠的巨大的

岩石地形之中。这组参与者是由20多岁的地质

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工程师志愿组成。其共同的

目标——前往火星、在其上生活。（图2）

众所周知，人类离开了地球的大气层，呼

吸氧气便是个大问题，而火星上氧气的含量比

地球低 200倍，显然他们需要携带与头盔相连

的呼吸机；并且，火星上的平均气温为零下 53

摄氏度，裸露在外的皮肤会被冻伤，所以他们

不得不手戴大手套、足蹬笨重的靴子；而且，由

于火星表面的压力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一，如果

直接暴露在火星表面，人的内脏也会破裂，所

以他们必须穿太空服外出，否则肺会立即爆

炸。因此，在模拟生活中，所有人都须穿着携

带生存必需品的沉重太空服行走（图 3），这样

在地球上稀松平常的动作变得困难，如提取土

壤样本，成了“体力活儿”。

在火星生存试验中，这些年轻的科学家除

了要行走在空旷无际、一片赤红的荒漠里，不

时地停下来收集岩石（图 4）和土壤样品（图

5），或者做一些地形测绘（图 6）之外，一切生

活须遵循太空原则：他们要模拟舱外的“太空

漫步”；时刻穿着太空服、戴头盔住在一个直径

8 米的白色模拟“太空舱”内；与“地球中心”通

信会模拟火星与地球的通信有延时的状况；期

间规划好每一顿的饭量，因为食物和水很有

限，提前吃完将没有补给，电力资源也一样（图

7）；为更适合火星崎岖不平的地表，出行的代

步工具是火星车等等。

火星研究协会还有另一个基地位于加拿

大的北极群岛上。此外，还在筹备两个基地，

分别位于澳大利亚内陆和冰岛境内，其地理特

征都貌似火星环境（图 8）。

尽管困难重重，但科学家认为这项生存试

验意义非凡，希望通过模拟环境里所汲取的经

验和教训，对人类有朝一日真正踏上火星后的

生存有所帮助。NASA 火星探测车项目经理

约翰·考拉斯指出：“火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个

与地球最像的行星。比较而言，火星是最有可

能曾存在生命的地方，也很有可能成为人类未

来的栖身之所。”

假如我们生活在火星上
——科学家在沙漠中模拟火星生活状态

本报记者 华 凌 综合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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