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际中学生物理竞赛中

中国 队 取 得好 成绩

朱 栋 培

我 国参加第 �� 届 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的代表 队取得两金三银的好成绩
 

这次竞赛于 !∀ ∀ ∀ 年 # 月 !∃ 日到 %# 日在意

大利古城帕多瓦举行
,

共有 &% 个国家和地区代

表队的近 � �� 选手参加
,

是历史上选手最多的

一届
 

结果共颁发了 �� 块金牌
、

#! 块银牌和

∋ ∋ 块铜牌
 

# 月 % � 日分两组进行了试验竞赛
,

题 目是

做个扭摆测量
 

要求测 量一个复合摆的几何

尺度 (长度等 )
、

物理性质 (质量
、

弹性系数等 )

以及发现两个稳定点等等
,

最终可与新近发展

的非线性动力学的分岔现象相联系
 

# 月 % % 日进行了理论竞赛
 

共 � 道题 目
 

第一题基本是热学间题
,

是关于理想气体吸收

激光光能后热行为的分析
,

分 & 个小题做
,

水平

相 当于我 国高考题
 

第二题是电磁学的
,

关于

∗ 形恒定电流产生磁场的问题
 

知道无限长直

导线上恒定电流产生 的磁场公式 的人就可 以

回答此问题
 

只有最后一小问
,

为 了实验区分

安培公式和 比奥一萨伐尔公式
,

要求 ∗ 形夹角

有一个范 围
,

这导致一个超越方程
,

需要查表

或试验计算来决定
 

这是近几年理论中的实

验
、

实验中有理论
、

理论和实验方法结合的趋

势的反 映
 

第三题是 关于空间探测器的
,

基本

内容为利用木星的轨道能量可增大探测器的

速度并改变方 向
 

这一题目基本相似于 ! ∀ ∃ ∋

年在南斯拉夫进行的第 !& 届竞赛题 (第 � 题 )
,

不过现在火星换为木星
 

可见本次竞赛 的理

论题很容易
,

并且对选手 的要求也很低
,

一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 � � � %&

常用 的三角公式例如和角公式半角公式卷 中

都提供了
,

甚 至连 圆周率兀 的值也给了 出来
 

从考试结果也可看出这一点
+

满分 (� �) 有 , 人
,

%∀ 分以上 的有 %� 人
 

这是历届竞赛所少 见

的
 

中国队 ∋ 名 队员 的理论得分分别为 � �
、

� �
、

� �
、

% ∀
 

∀ 和 % ∀
 

&
 

相 比于去年在冰岛的竞赛
,

这次中国队的成

绩不算好
,

其原因是在实验上
 

这次实验题目也

不难
,

但在评分中特别强调了误差分析
 

误差分

共 # ∋ 分
,

超过实验总分的 ! − �
 

过去历届竞赛

能给出误差就给相应的全分 . 这次评分时不光要

求给出正确的误差
,

还要有导出误差的过程
 

我

们有的选手认为非常显然
,

直接写下结果
,

就被

扣了过程分
 

据说在意大利的中学教学中
,

都要

求学生写出每一步
,

否则要扣分
 

看来了解出题

国的中学教学体系对参赛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几年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试题的难

度在逐步提高
,

但出乎人们的意料
,

今年意大

利出的竞赛题比较容易
,

可以说回到了 !, 年前

的水平
 

许多 国家的领 队认为这样 的题 目不

足 以反映国际中学生的高智力水平
,

也不能激

发选手们调动能力
、

攻克难题和将来攀登科学

高峰的热情和决心
 

中国队在竞赛中的表现是有 口 皆碑的
,

东

道 主反复讲中国队太优秀 了
 

中国选手对实

验数据的处理办法的先进远出乎他们的期望
,

而对得失的超脱更令人们佩服
,

展示了我们的

大国风度
 

中国队的 ∋ 名队员是北京四中的季

熹
、

湖北荆 江中学的段雪峰
、

江苏苏州 中学 的

蒋良
、

吉林东北师大附中的张志鹏和黑龙江大

庆铁人中学的贾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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