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倒/ 四人帮0后立即积极筹建学会 o终于在 t|{s

年秋迎来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成立大会 o并被

选为第一任理事长 q他任主编的5电子显微学

报6也于 t|{u年创刊 q目前 o中国电子显微镜学

会已有会员 uz|x 人 o并在 ux 个省市自治区成

立了地区性电子显微镜学会 q每年都举行若干

次大型学术活动 q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 ot|{u

年夏在北京召开了第五届亚太地区电子显微学

会议 o在 t|{y ot|{{及 t||s年召开了 v次国际

电子显微学讨论会 q自 t|{x 年起 o每两年组织

一次北京仪器分析会议及展览会中的电子显微

学分会 o迄今已召开 z 次 q此外 o从 t|{t 年起 o

每两年召开一次中日电子显微学讨论会 o迄今

已召开 { 次 q我们还组团kvs ) ys 人l参加了

t|{y ot||s ot||w及 t||{年在京都 !西雅图 !巴

黎及坎昆召开的国际电子显微学大会 q这些国

内和国际学术交流对推动和提高我国电子显微

学的水平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q

在钱临照先生的大力提倡下 o我国的电子

显微学研究近 ts多年来有了长足的进展 q在不

少大学及研究所设立了电子显微镜或微结构实

验室 o在微米级和细胞的结构方面都做出了优

异成绩 o目前正在开展纳米级及生物大分子的

结构研究 q通过这些研究和学术活动 o一代青年

电子显微学工作者正在茁壮成长 o有些人已是

国际上的知名学者 q钱临照先生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研究生周正洪教授在美国德州大学从

事单颗粒病毒的电子显微学研究 ot||| 年获美

国生物医学研究方面发给少数优秀青年学者的

° º̈ 奖 q青年学者王中林教授获美国显微学学

会颁发的 t||| 年度 �∏µ·²± 奖 o这是对过去 x

年中在电子显微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的最

高奖励 o每年仅 t人 q

为了弘扬钱临照先生对创建中国电子显微

镜学会和发展我国电子显微学的巨大贡献 o中

国电子显微镜学会在 t||u 年建立了 / 钱临照

奖0 o迄今 o已有 z位著名学者获此荣誉 o其中 x

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q目前他们正继承钱临照

先生所开创的事业 o领导我国广大的电子显微

学工作者 o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 o豪迈地迎接新

世纪的来临 q

3  t||{ p tt p vs收到初稿 ot||| p st p sw修回

阿拉果对科学发展的贡献 3

王  较  过
k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  西安  ztssyul

摘  要   分析了阿拉果的主要科学活动 o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考证得出结论 o阿拉果不仅对光学和电

磁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o而且他还热情地支持科学新思想 o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q

关键词   阿拉果 o光学 o电磁学

  阿拉果k⁄qƒ q�q�µ¤ª²otz{y ) t{xvl o法国

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o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多

方面作出了贡献 q由于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和影

响 o使他曾经在一些重要的科学机构担任职务 o

和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有较多的学术交流 q本

文对阿拉果的科学活动及其贡献作一探讨 q

t  阿拉果的科学生涯

阿拉果 tz{y年 u月 uy日出生于法国埃斯

#uxz# 物理



塔热勒k∞¶·¤ª̈ l̄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o是一位

长子 qtz|x 年 o他随家一起搬到了佩皮尼昂

k° µ̈³¬ª±¤±l o在佩皮尼昂受到通常的古典教

育 qt{sv 年 o阿拉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工

艺学校k∗¦²̄¨ °²̄¼·̈¦«±¬́∏̈ l o经过两年学习之

后 o被任命为巴黎天文台k°¤µ¬¶�¥¶̈µ√¤·²µ¼l秘

书 o跟随著名物理学家毕奥赴西班牙进行大地

考察 q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遇到一些麻烦之

后 ot{s|年 y月返回法国 q

阿拉果返回法国后 o不久就当选为法国科

学院k�¦¤§̈ °¬̈ §̈¶≥¦¬̈±¦̈l成员 o同年他又受

聘于工艺学校 o接替蒙日k �²±ª̈ l任该校的画

法几何教授 q在该校他一直工作到 t{vs 年 o这

一年阿拉果辞去工艺学校的职务 o担任了巴黎

天文台台长 q在工艺学校任职期间 o除画法几何

外 o阿拉果还讲授过多门课程 qt{tv ) t{wy 年 o

应经度局k·«̈ �∏µ̈¦¤± §̈¶�²±ª¬·∏§̈¶l请求 o阿

拉果在巴黎天文台为大众讲授天文学 qt{ty )

t{ws年 o他还和盖#吕萨克共同编辑法国5化学

物理年鉴6k�±±∏¤¬µ̈ §̈ ≤«¬̈ °¬̈ ·̈°«¼¶¬́∏̈ l q

此外 o他曾经坚持 ws 年为5经度局年鉴6撰稿 o

是年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q

除他自己的科学研究外 o阿拉果还参加许

多科学组织的活动并在其中担任职务 q他曾经

任巴黎天文台的台长 o并且于 t{vs年 y月 z日

接替傅里叶kƒ²∏µ¬̈µl任法国科学院终身秘书 q

到了晚年 o尽管由于视力不断衰退影响正常工

作 o但是阿拉果仍然继续处理科学院终身秘书

的日常事务 o整理科学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o提

出进行新的科学实验的建议 q阿拉果虽然自己

不能亲自观察 o亲自做实验 o但在他的周围拥有

一批献身于科学的年轻科学家 o他们整理阿拉

果提出的新思想 o进行阿拉果建议的新实验 q阿

拉果始终保持以旺盛的精力坚持工作 o他不仅

对科学进步和普及作出贡献 o而且他的精神还

激励着他周围的人献身科学 o努力工作 qt{xv

年 ts月 u日 o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法国巴黎去

世 q

u  阿拉果的物理学研究成就

阿拉果取得的物理学研究成就主要在光学

领域和电磁学领域 q光学方面 o他为光的波动理

论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q电磁学方面 o

他为安培电动力学的提出和电磁感应现象的发

现作出了贡献 q

211  阿拉果对光学的贡献

关于光的本性 o历史上进行了长时期的争

论 q争论的一方主张光的微粒说 o牛顿坚持光是

微粒流的理论 o因而一般把牛顿看作是光的微

粒说的代表 ~另一方主张光的波动说 o坚持光是

一种波动 o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是荷兰物理学家

惠更斯 qt|世纪之前 o微粒说占支配地位 o波动

说理论发展缓慢 q进入 t| 世纪后 o波动说迎来

了迅速发展的辉煌时期 o并最终确立了光的波

动理论 q起初 o阿拉果信奉光的微粒理论 o后来

经过一系列的光学实验研究 o他改变了自己的

观点 o站到了坚持光的波动说的行列 o不仅研究

波动理论 o而且成为波动理论的坚强支持者和

热情传播者 o成为法国第一位从微粒说转向信

服光的波动说的著名科学家≈t  q

早在 t{sx 年和 t{sy 年 o阿拉果就和毕奥

一起研究光通过大气层的折射现象 o后来他又

分别于 t{tv年和 t{tx年研究光通过液体和固

体的折射 o研究使他看到了光的微粒说的缺陷 o

树立了光的波动说的坚定信念 qt{st 年 o托马

斯#杨做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 o用光的波动理

论解释了薄膜的颜色 qt{s{ 年 o马吕斯发现了

光的偏振现象 q这些都使阿拉果对光的波动理

论发生了更大的兴趣 q马吕斯发现光的偏振现

象后 o阿拉果就进行偏振光方面的研究 q他让偏

振光分别通过气态的和结晶的不同物质 o不断

改变偏振光的入射角大小 o观察所发生的现象 o

以此来研究偏振光的性质 q阿拉果研究取得的

重要结果有 }t{tt 年在实验中应用薄云母片 o

观察和发现了彩色偏振现象k彩色偏振现象是

指在白光照射下 o当在起偏器和检偏器之间插

入一块晶片时 o观察到变化多端的颜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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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l≈u  o详细阐述了产生牛顿环所必需的条件 ~

t{tu 年 o又观察到旋转偏振的一些特殊现象 q

这些结果对于启发菲涅耳提出他的波动理论发

挥了积极作用 q

t{tx年 o菲涅耳写信给阿拉果 o在信中应

用光的波动原理解释了衍射现象 o提出星体光

行差理论 q阿拉果鼓励菲涅耳继续他的工作 o还

同意和菲涅耳一起进行研究 q在共同的研究过

程中 o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支持波动说的论文 o并

于 t{t|年得出了相互垂直的两束偏振光不相

干涉的原理 q他们的论文受到了来自坚持微粒

说观点的物理学家批评 o尤其是阿拉果的同事

和朋友k如拉普拉斯 !毕奥等人l的批评 q面对批

评 o菲涅耳在严格数学分析的基础上 o提出了光

是横波的概念 o最终确立了光的偏振理论 q在他

们进行合作研究的过程中 o阿拉果提供了光学

方面大量的最新权威文献资料以及他做实验取

得的重要结果 q这些都在菲涅耳提出光的偏振

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q

t{t{年 o当法国科学院提出关于 / 利用精

确的实验确定光线的衍射效应0的征文时 o在阿

拉果和安培的鼓励和支持下 o菲涅耳提交了竞

赛论文 q在评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中 o只有阿拉

果是波动说的积极支持者 q当委员会的另一成

员泊松通过计算指出 o按照菲涅耳的理论 o如果

在光束的传播路径上放置一块不透明的圆板 o

由于光的衍射 o在离圆板一定距离的地方 o其阴

影的中央将出现一个亮斑 q当时 o这是不可思议

的 o它似乎驳倒了波动理论 q阿拉果精心设计实

验 o验证了泊松的这个预言 o从而给波动理论以

有力的支持 q

关于光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问题 o光

的微粒说和波动说曾经有过争论 q微粒说认为 o

在光的较密介质中 o光的传播速度较大 q波动说

则与此相反 o认为在光的较密介质中 o光的传播

速度较小 q托马斯#杨就曾经指出过 o比较光在

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o也许可以确定微粒说

和波动说哪一个理论正确 q阿拉果于 t{v{年提

出一个著名的波动光学的判定性实验≈v  o即比

较光在水中和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o确定微粒说

和波动说理论哪一个正确 q这个实验后来在

t{xs年由著名物理学家傅科完成 o它对于确立

光的波动学说起了重要作用 q

212  阿拉果对电磁学发展的贡献

t{us年 w 月 o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 o

这一消息首先传到德国和瑞士 q德拉里夫k§̈

�¤ �¬√ l̈邀请阿拉果到日内瓦观看奥斯特的实

验 o阿拉果成为得知这个新现象的第一位法国

科学家 o奥斯特的实验引起了他对电和磁进行

研究的极大兴趣 q

返回法国后 o阿拉果于 t{us 年 | 月 tt 日

在法国科学院重复了奥斯特的实验 q这一现象

不仅使大多数法国科学家大为吃惊 o而且激发

了安培研究关于电和磁的电动力学理论 q紧接

着阿拉果本人也开始做电流产生磁的有关实

验 o而且取得了一些重要结果 q阿拉果用实验证

明了通过电流的导线能够吸引铁屑 o如果将导

线埋入铁屑中 o导线四周都吸引铁屑 o将电流切

断 o铁屑就落下 q他还发现电流可以使软铁棒获

得暂时的磁性 o使钢针磁化 q安培建议用通电螺

线管磁化钢针将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o阿拉果成

功地完成了这个实验 q阿拉果的这些实验结果

具有重要意义 o一方面 o对于安培提出磁现象的

电本质理论起重要作用≈w  ~另一方面 o为电报

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关键环节 ~还提供了制造电

磁铁的一种方法 q

t{uu年 o阿拉果与洪堡k�1√²± �∏°¥²̄§·l

在格林威治的一个小山上测量地磁强度时 o偶

然发现了金属可以阻尼磁针的振荡 o这实际上

是人类首次发现的电磁感应现象 q当时 o阿拉果

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o也没有引起他高度

重视 q两年后 o阿拉果认识到在格林威治山上所

观察到的现象的重要性 q他在 t{uw年根据这一

现象设计了著名的阿拉果圆盘实验 q该实验的

具体做法是 }把一个铜质圆盘装在垂直轴上 o使

其可以自由旋转 o用一根十分柔软的悬丝在圆

盘上方吊一根磁针 q当旋转圆盘时 o磁针也跟着

一起旋转 o但磁针稍有滞后 ~反之 o当旋转磁针

时 o圆盘亦然 q这个实验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 o引起了电磁学界的轰动 q阿拉果也因此于

#wxz# 物理



t{ux年获得柯普利奖章k·«̈ ≤²³̄ ¼̈ � §̈¤̄l q阿

拉果圆盘实验对于法拉第发现直流发电机原理

起到重要作用≈x  q

v  支持科学新思想 o宣传普及科学知识

阿拉果作为一名著名科学家 o不但自己在

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可喜成果 o而且鼓励年轻科

学家开展研究工作 o大力支持其他科学家提出

的新理论 o积极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 q同时 o他

还不断提出一些新思想 o建议进行一些新的科

学实验 o让其他科学家进行研究 o推动科学不断

向前发展 q

t{tx年 o菲涅耳开始研究衍射问题时 o就

得到阿拉果的帮助 q阿拉果亲自报告了菲涅耳

的论文 o热情地研究了菲涅耳的问题 o告诉菲涅

耳关于托马斯#杨的工作 o使他和杨之间建立友

好 !合作的关系 q同时 o阿拉果还鼓励菲涅耳继

续坚持他的工作 o表示愿意同菲涅耳进行合作 o

这极大地激励着菲涅耳对波动理论的研究 q菲

涅耳在 t{ty年给杨的信中写到 }/ 对我来说 o我

遇到了以如此大量的重要发现丰富了物理学的

学者 o同时他大大地有助于加强我对于我所采

用的理论的信心0≈y  q菲涅耳这里的 / 他0指的

就是阿拉果 q对菲涅耳工作取得的成果 o阿拉果

大力宣传 q关于光的偏振理论 o阿拉果于 t{uw

年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 o后由托马斯#杨翻译载

入5大英百科全书6k∞±¦¼¦̄²³¤̈ §¬¤ �µ¬·¤±±¬¦¤l o

这对于偏振理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q

安培在建立他的电动力学时 o同样得到阿

拉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q当阿拉果在法国报告

了奥斯特的发现之后 o安培作出了迅速的反应 o

他很快发现了一个电流对另一个电流的作用 o

对此 o一些批评家为了贬低安培的重要发现说 }

既然已知两个电流都作用在同一个磁体上 o因

此 o很明显它们会彼此作用 q阿拉果给这些人以

有力的回击 o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把钥匙说道 }

/ 这两把钥匙的每一把都吸引磁铁 o因此 o你认

为它们也互相吸引吗 �0≈z  q对安培的研究工

作 o阿拉果积极宣传 o对安培新的理论观点 o阿

拉果坚决支持 q尽管他们两个人没有联合发表

论文 o但他们经常十分友好地互相交流学术思

想和研究成果 o相互到对方的实验室进行工作 q

这不但使安培受到鼓舞 o而且使安培在交流中

受到一定的启发 q对安培电动力学理论的建立

和传播 o阿拉果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q

阿拉果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和实验让其

他科学家进行研究 qt{v{ 年他就提出过光的波

动说的判定性实验 o后来由傅科完成 q他还让勒

维烈k�1 �̈ p ∂ µ̈µ¬̈µot{tt ) t{zzl研究巴黎天

文台布瓦德k�1�²∏µ¤µ§lt{ut 年发表的一套天

王星运行表 q正是由于这一研究才导致了勒维

烈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 ) ) ) 海王星 q这一发现

使得万有引力定律的威名大振 o也使勒维烈在

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q后来 o勒维烈接替

阿拉果担任了巴黎天文台的台长 q

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o阿拉果的贡献不

仅仅是这些 q为了满足物理学和气象学研究的

需要 o他还参加了许多光学仪器的设计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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