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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的教学实践是从1952年以后开始的。
在实施新的物理系的统一教学计划后，在过去&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和&ldquo;无线电实
验&rdquo;的基础上，参照和采用前苏联&Gamma;.B斯皮瓦克编写的《专门物理实验》一书的部分实验
，建立了&ldquo;中级物理实验&rdquo;课程，以后各校都曾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经验有所发展，到20世
纪60年代中期已形成我国自己的&ldquo;中级物理实验&rdquo;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期间各校的中级物理实验室和教学均受到很大的破坏。
1980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综合大学物理系&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课程的设置和教材会议，讨
论了&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在物理系整个实验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验的目的和要求，并提
出迅速恢复和发展近代物理实验室和实验教学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希望加强校际交流以促进&ldquo;近
代物理实验&rdquo;教学水平的尽快提高。
教育部领导制定的&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教学大纲就是在1980年会议所提出的原则基础上产生
的。
从那时以后，各校均组织了师资和实验技术力量大力恢复和发展这门实验课程，而且在综合性大学和
高等师范院校范围内已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教学经验交流会，促进了各
校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实验室的建设、教学仪器的研制、教学内容及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师资和
实验技术人员的培养等方面均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这期间一些院校还编写了自己的&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教材，相互交流，但至今尚未出版一
本正式的&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参考书。
&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是继&ldquo;普通物理实验&rdquo;和&ldquo;无线电电子学实验&rdquo;后
一门重要的基础实验课程，在物理专业的整个实验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与普通物理实验不同，近代物理实验所涉及的物理知识面很广，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技术性。
它在丰富和活跃学生的物理思考，锻炼他们对物理现象的洞察能力，引导他们了解实验物理在物理学
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正确认识新物理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学会近
代物理中的一些基本实验技术和方法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ldquo;近代物理实验&rdquo;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学习如何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现
象和规律的关键性的一环。
所以教师在近代物理实验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引导学生明确这门实验课程的目的、要求，注意实验中
的物理思想、实验方法并加强实验技能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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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有级规划教材，是在原书第二版（1995）年的基础上，总结近年来的
数学实践经验，吸收物理科学和实验技术的一些新成果，对原有内容进行筛选、增补和修订而成的。
在修订中，保持了原书的基础理论叙述清楚、物理图像清晰、便于钻研的基本风格，注意介绍近代物
理实验研究中经常碰到　的一些裤袋物理发展的一些重要领域中有代表性和基础性的实验，并吸收了
教师在科学研究中的成果。
全书包括原子分子物理、核探测技术及应用、激光与光学、真空技术和薄膜生长、X射线和电子衍射
、磁共振、微波、低温物理、半导体物理等方面，共9个单元，40个实验。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本科生和其他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近代物理实验课程教材，也
可供从事实验物理的相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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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原子、分子物理　　1.0　引言　　1.1　氢原子光谱的同位素移位　1.2　钠原子光谱的观
测与分析　1.3　塞曼效应　1.4　X射线标识谱与吸收　1.5　CO埃氏带系光谱　1.6　振动拉曼光谱第
二单元　核探测技术及应用　2.0　引言　2.1　Nal（T1）闪烁谱仪测定r射线的防护　2.2　符合测量　
　2.3　卢瑟福散射　2.4　康普顿散射　2.5　穆斯堡尔效应　2.6　用β粒子检验相对论的动量－动能
关系第三单元　激光与光学　3.0　引言　　3.1　He-Ne气体激光器放电条件的研究　3.2　He-Ne气体
激光器的模式分析　3.3　非线性晶体中的二倍频与和频　3.4　利用复合光栅实现光学微分处理　3.5
　用反射型椭偏仪测量折射率和薄膜厚度　3.6　晶体的电光效应及其应用　3.7　法拉第效应　3.8　
单光子计算　3.9　光学双稳实验第四单元　真空技术与薄膜制备　4.0　引言　　4.1　高压强电离真
空计的校准　4.2　真空镀膜　4.3　用化学气相沉积法生长金刚石第五单元　X射线　5.0　引言　　5.1
　X射线多晶衍射仪　5.2　电子衍射　5.3　扫描电子显微镜　5.4　扫描隧穿显微镜第六单元　磁共振
第七单元　微波实验第八单元　低温物理实验第九单元　半导体物理实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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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与措施 根据辐射对人体作用的方式，分为体外照射与体
内照射两种，所谓外照射即射线照射人体后只造成射线对人体组织的损伤，例如7射线照射人体造成
体内深部损伤，β射线主要危害皮肤及眼晶体；内照射指放射性物质经过吸入、吃入或伤口渗入等途
径进入体内，造成放射性物质发出的射线及其化学毒性对人体器官的双重危害。
 （一）外照射防护原则及措施 1.在操作放射源前应作好充分准备工作，减少接触放射源的时间； 2.增
大人体与放射源之间的距离； 3.设置必要的屏蔽，对不同的射线屏蔽物质和方法差别很大，如屏蔽γ
射线一般用铅皮或铅块；挡β射线用铝片；纸、空气层或铝箔都能阻挡α射线；对于中子防护一般用
石蜡或水慢化。
 （二）内照射防护原则与措施 1.防止放射性物质由呼吸道进入体内。
在操作开放性液体源时，需在通风橱中进行；操作粉末状态放射性物质，必须在手套箱中进行。
 2.防止放射性物质经手转移或直接入口，在操作开放性放射源时，应配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
实验后特别要注意手的清洁。
 3.防止放射性物质经体表进入体内，面部和手臂等处有破伤不能进行开放性放射源的操作。
 在本单元实验中不使用开放性液态和粉末状放射性物质，但仍要注意因α源、β源等放射性物质之脱
落而造成的内照射之可能性。
 （三）所有进行与放射性物质有关的实践操作，其带来的个人受照剂量必须低于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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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近代物理实验(第3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本科生和其
他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近代物理实验课程教材，也可供从事实验物理的相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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