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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物理实验》是在福建师范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大学物理实验国家级教学团
队10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以大纲为依据，以“阶段化、单元化、现代化”的教学模式为指导，主要内容包括原子物理实验
、核物理实验、磁共振实验、现代光电技术实验、材料制备技术、材料测试实验和先进材料计算机设
计等。
《近代物理实验》注重把传统的教学内容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相结合，把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
，同时借助重点学科的科研项目和人才优势不断更新实验项目。

　　《近代物理实验》可用作高等院校理工类专业的近代物理实验课教材，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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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1章 原子物理实验
　实验1 光谱定性分析
　实验2 光谱定量分析
　实验3 氢与氘原子光谱
　实验4 塞曼效应
第2章 核物理实验
　实验5 盖革-米勒计数管的研究
　实验6 γ射线能谱的测量
　实验7 快速电子验证相对论效应
　实验8 穆斯堡尔效应
第3章 磁共振　实验
　实验9 核磁共振(NMR)
　实验10 电子自旋共振(ESR)
　实验11 光泵磁共振实验
第4章 现代光电技术实验
　实验12 微波实验
　实验13 光速的测量
　实验14 相关器、锁相放大器
　实验15 多点信号平均器
　实验16 电阻式传感器
　实验17 电感式传感器
　实验18 漫反射全息照片的拍摄
　实验19 白光再现全息图的拍摄
　实验20 椭圆偏振光法测薄膜厚度
　实验21 LED光电性能测试
　实验22 太阳能电池特性实验
第5章 材料制备技术
　实验23 真空的获得与测量——真空镀膜
　实验24 磁控溅射法制备薄膜材料
　实验25 电化学方法制备磁性薄膜
　实验26 真空热蒸发制备氧化物纳米线
　实验27 用溶胶一凝胶法制备纳米颗粒
　实验28 磁性纳米线的制备及其结构、磁性研究
　实验29 非晶／纳米晶合金的制备、微结构和磁性质研究
　实验30 块体非晶态合金的制备及其热学行为研究
　实验31 聚合物光波导的制备及传输特性测量
第6章 材料测试实验
第7章 先进材料计算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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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原子物理学以微观世界为研究对象，很多现象和原理在宏观世界没有对应物，学生在
初次接触时难免会觉得抽象、不好理解。
如果学生在学理论的同时做一些经典的原子物理实验，那将会事半功倍。
本章包括光谱定性分析、光谱定量分析、氢与氘原子光谱和塞曼效应四个典型的原子物理实验。
光谱分析的发现是近代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光谱线系的规律与原子结构有内在联系，因此光谱
分析是研究原子结构的重要方法，光谱定性分析的原理，就是根据各种元素所发出的原子光谱都有自
己独特的结构和不同的波长，而没有两种元素发出的原子光谱的结构和波长是相同的。
因此，如果有可能确定被分析试样的光谱组成，就能确定其所包含的元素，这也就是光谱定性分析的
任务。
理论上，宇宙中存在的元素，都可能利用其光谱作定性分析，但实际上，一些气体元素的原子很难激
发，有些元素的光谱组成很相似，所以实际能分析的元素只有六七十种。
光谱定性分析只能告诉我们被分析试样中包含哪些元素，而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元素以何种化合物状态
或结晶状态存在，另外，有机物的定性分析亦不属于发射光谱分析的范围。
由谱线强度来判断元素浓度的方法就是光谱定量分析，光谱定量分析是一种精确的分析方法，其分析
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度，样品中各种元素谱线的强度和被激发所形成的蒸气云中原子浓度间的固定关
系是光谱定量分析的基础，被分析杂质元素在样品中的浓度越大，则辐射谱线的强度也越大，这种方
法既快又准，在科学、医药、工业生产等领域广泛应用，人们往往用三标准试样法来分析物质中某元
素的含量，并用测微黑度计测量谱线黑度值。
氢原子是所有原子结构中最简单的原子。
100多年来，无数科学工作者对氢原子进行了理论上和实验上的充分研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
1885年，瑞士物理学家巴耳末根据实验结果总结人们对氢光谱测量的结果，发现了氢光谱的规律，提
出了著名的巴耳末公式，为玻尔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实验表明，氢光谱具有明显的规律，各种原子光谱线规律性的研究首先是在氢原子上得到突破。
通过测量氢光谱可见谱线的波长，能较准确测定氢的里德伯常量，可使人们对近代物理测量有初步了
解，氢原子的光谱可说是近代物理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环，人们是由氢光谱开始去了解其他光谱及其
意义，而最重要的是为了解释氢原子的光谱，从而引出量子力学的许多定律，这些定律不但可运用到
氢原子，而且可运用到其他的原子、分子或固体，这些定律更成为近代化学、固体物理甚至如电子等
应用科学的基础。
塞曼效应实验在物理学史上是一个著名的实验，1896年荷兰物理学家塞曼发现，把光源置于足够强的
磁场中时，光源发出的每一条谱线都分裂为若干条偏振化谱线，分裂的条数随能级类别不同而不同，
这种现象就是塞曼效应。
塞曼效应是继法拉第效应和克尔效应之后被发现的第三个磁光效应，是物理学的重要发现之一，为此
，塞曼于190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塞曼效应实验的重要性，在于可得到有关原子能级的数据，从而可计算原子总角动量量子数和朗德因
子的数值，因此它至今仍是研究能级结构的重要方法之一。
上述四个实验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同学们通过经典原子物理实验的学习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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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物理实验》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和国家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系列教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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