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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林木欣教授主编的《近代物理实验教程》教材（下面称第一版），突出物理思想和实验方法，基础
与应用并重，经典与现代结合，适应多层次教学，于199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至2008年共印
刷11次，发行量达3万5千册，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
近年来，根据实验教学改革的需要，许多院校新增和更新了实验仪器设备，丰富和充实了实验教学内
容，充分体现和保障了实验教学技术的先进性.随着我国高等院校各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立，
更是强调了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项目的开设，鼓励和倡导学生实验创新.为适应这一需求，我们对第一
版教材进行改版，编写了这本《近代物理实验教程》第二版，并在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获得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立项。
第二版教材保留了第一版的编写思路、风格和特点，同时突出了设计性实验内容，主要有以下特点。
1.在实验项目的选取上仍然按照第一版的原则：选编近代物理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著名实验，
以及近代物理实验技术中有广泛应用的典型实验。
第二版新增了6个反映近代物理科技前沿、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实验：蒸气冷凝法
制备纳米微粒、等离子体特性和参数测量、扫描探针显微镜、卫星云图接收与大气物理探测、核磁共
振成像、拉曼光谱；删除了一些近年来普遍极少开设的实验；对于部分适合于普通物理实验开设的实
验，例如弗兰克一赫兹实验，考虑到使用本教材的一些院校仍作为原子物理单元的实验之一，在第二
版中被保留下来.2.在实验具体内容方面，继承了第一版的编写思路：力求思想脉络清晰，重点阐述实
验的物理思想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在部分实验的原理或内容叙述时，丰富了引导性的提
问和思考内容.在实验仪器的选择上，只介绍主要的通用型仪器，对其他仪器不做具体限制，使用本教
材时可根据实验室自身的条件安排和组合.本教材力求赋予各个实验的教学较大的灵活性，以适应各层
次教学。
3.突出了设计性实验内容.扩充了第一版中已有的带*号的设计性或半设计性内容（仍采用带*号的方法
来标记设计性实验内容或思路），在参考文献中增加了阅读资料，包括期刊论文，以便进行设计性实
验教学时参考，使教材既能用于常规性实验教学，又能在只增加少量篇幅的前提下灵活地用于设计性
实验教学.我们建议在利用本教材开展设计性实验教学时可考虑的做法之一是：教师给出指导思想、给
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学生完成科学实验研究的全过程，包括查阅文献资料，撰写实验设计方
案，通过小型设计答辩对技术路线和可行性做出修改，再进行实验过程，最后按正式发表的论文格式
撰写实验报告。
本书由华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多年从事近代物理实验教学的教师和
实验技术人员集体编写.各部分的作者在其所撰写的内容后面标明。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很多专家、教授、同行的支持和帮助.唐志列教授、孙番典副教授等提出过
许多建设性意见或审阅了部分原稿；温海湾同志为本书的文字处理和插图绘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
此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的学术水平及经验有限，第二版教材中错误和不尽人意之处仍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和各位读
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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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编近代物理发展过程中一些起过重大作用的著名实验，以及近代物理实验技术中有广泛应
用的典型实验43个，包括原子物理、核物理、激光、真空、x射线、低温、固体物理、声学、微波、磁
共振、计算机模拟和微弱信号检测技术等方面。
全书重点在于阐述实验的物理思想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提高其科学素质。

本书适合于高等师范院校和理工大学物理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和函授生，也可供有关专业的研究生、科
技人员和中学物理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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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普通无线电波段中，分布参数的影响往往可以忽略，但在微波波段中则不然.由于微
波的波长很短，传输线上的电压、电流既是时间的函数，又是位置的函数，使得电磁场的能量分布于
整个微波电路而形成“分布参数”，引起微波的传输与普通无线电波段完全不同.在本实验中我们将学
习在处理微波波段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以加深对微波基本知识的理解，本实验使用的微波振荡源可
选择反射速调管振荡器或固态源，但相应的实验内容及要求稍有不同.本实验是微波实验中的基础实验
之一，要求学会使用基本微波器件，了解微波振荡源的基本工作特性和微波的传输特性，并掌握频率
、功率以及驻波比等基本量的测量。
一、实验原理1.微波的传输特性在微波波段中，为了避免导线辐射损耗和趋肤效应等的影响，一般采
用波导作为微波传输线，微波在波导中传输具有横电波（TE波）、横磁波（TM波）和横电波与横磁
波的混合波三种形式，矩形波导是较常用的传输线之一，它能传输各种波型的横电波（TE波）和横磁
波（TM波）.微波实验中使用的标准矩形波导管，通常采用的传输波型是TE10波。
波导中存在入射波和反射波，描述波导管中匹配和反射程度的物理量是驻波比或反射系数.依据终端负
载的不同.波导管具有三种工作状态：（1）当终端接“匹配负载”时，反射波不存在，波导中呈行波
状态；（2）当终端接“短路片”、开路或接纯电抗性负载时，终端全反射，波导中呈纯驻波状态；
（3）一般情况下，终端是部分反射，波导中传输的既不是行波，也不是纯驻波，而是呈混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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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物理实验教程(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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