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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

德 国物理学 家伦琴 发现 了 ( 射

线
,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
)

从此
,

伦

琴的名字和 ( 射线紧紧连在一起
,

人们称 ( 射

线为伦琴射线
)

发现 ( 射线是伦琴为人类做出

的最大贡献
,

这一成就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

的各个方面
,

使伦琴的名字为世人所共知
)

除

此之外
,

伦琴在物理学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毫不

逊色
,

只是由于发现 ( 射线这一巨大成就的衬

托
,

相对而言它们却鲜为人知
)

本文就伦琴在

热学和 电磁学方面的成就做一探讨
)

一
、

伦琴的生平

伦琴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
,

 %∗ ∋ 年 + 月 #�

日生于德国下莱茵省的伦 内普
,

其父是布织品

工厂的厂主兼批发商
)

他 + 岁时随家一起搬到

荷兰的阿佩尔多恩
)

 %∀# 年  # 月
,

伦琴进人乌

德勒支技术学校学习
,

 % ∀ ∋ 年
,

又在 乌德勒支

大学学习物理
)

为了得到一个正式学生应有的

文凭
,

伦琴通过考试进人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

机械工程
)

学 习期间
,

伦琴 听了克劳修斯的讲

课
,

也在孔脱 的实验室工作过
,

这两位物理学家

对他影响很大
)

 %∀ % 年
,

伦琴在苏黎世大学获机械工程师

毕业文凭
)

次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后就 当了孔

脱的助手
)

孔脱是  & 世纪第一流 的实验物理

学家
,

当时
,

他在气体理论
、

光学和声学等方 面

造诣较深
,

孔脱对伦琴的友好及支持使伦琴开
‘

始了一生的科学研究生涯
,

并且促进他在事业

上的成功
)

 %�  年
,

伦琴陪同孔脱到德 国维尔茨堡大

学
,

但该校拒绝 给他任何 职位
,

不久
,

他们又

到斯 特拉斯堡大学
,

伦琴被任命为该校助教
)

 % � ∋ 年
,

伦琴被接受为霍恩海姆农学院的教授

职位
,

次年
,

作为特邀教授 返回斯特拉斯堡大

学讲授理论物理
)

 % �& 一  % % % 年间
,

伦琴担任

吉森大学 物理 学教授
,

继任柯耳 劳施 的工作
)

 % % % 年
,

他就任维尔茨堡大学校长
)

 % & ∋ 年
,

伦琴发现 ( 射线
)

这一巨大成就使他获得 了

许多荣誉
)

 %, 年
,

维尔茨堡大学授予他荣誉

医学博 士
,

伦内普授予他荣誉市 民
,

柏林和幕

尼黑科学 院吸收他为通讯 院士
,

英国皇家学会

授予他雷福德奖章
)

 & !! 年
,

哥伦 比亚大学授

予他 巴纳德奖章
,

 & ! 年
,

他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
)

 &! ! 年
,

应巴伐 利亚政府邀请
,

伦琴从维

尔茨堡迁往幕尼黑
,

任幕尼黑物理研究所所长
,

同时担任物理讲座职位
)

 &#! 年
,

伦琴辞去物

理讲座职位退休
)

之后
,

他住在幕尼黑附近的

一个乡村
,

这个住所有广博的藏书
,

伦琴继续坚

持 工作
)

闲暇 时 间他喜欢在 乡 间长途 散步
)

 & # + 年 # 月  ! 日
,

这位伟大 的物 理学家于幕

尼黑逝世
)

二
、

伦琴对热学的贡献

 %∀ % 年
,

伦琴在苏黎世工业大学取得机械

工程师文凭
)

可是
,

他对纯 自然科学的兴趣更

浓
)

于是
,

伦琴决定沿着纯 自然科学方 向继续

深造
,

学习了更多的数学和物理学
)

在孔脱 的

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后
,

选择物理学研究作为

终生的事业
,

他的博士学位 论文选择了关于气

体理论研究方面的内容
,

跟 随孔脱学习一年之

后
,

伦琴在苏黎世大学以题为
“

气体的研 究
”

的

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

伦琴写作博士论文时
,

人们对气体的认 识

是盖
·

吕萨克的研究结论
)

早在  %!# 年以前
,

盖
·

吕萨克就对气体的热胀系数进行了一系列

实验研 究
)

在  % ! # 年 出版 的《化 学年 刊》上
,

盖
·

吕萨克发表题为《气体热膨胀》的论 文
,

文

中描述他 由实验测出的结果说
− “

就永久气体来

说
,

各气体在冰点和汽点之间所增加的体积
,

根

据 %! 分度 的温度 计
,

是等于原来 体积 的 % !.

#  + ++ / 根据  ! ! 分度 的温度计
,

是等于原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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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 ! . # ∀ ∀ ∀ ∀
) ”

由这个测量结果求得气体热

膨胀系数是 !
)

+�∋ 0  !
“ #

)

盖
·

吕萨克以他的

实验结果断定
−

一般地说
,

所有的气体在同样的

条件下在受相同热时以完全相 同的比例系数膨

胀
)

盖
·

吕萨克定律用公式表示为尸1 二 2 3)

伦琴在博士论文中指出
,

由盖
·

吕萨克定律必

然得出结论
−

气体在绝对零度时即 一 # �+
)

巧 ℃
,

它的体积等于零
,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

他认为无论

如何
,

原子总有一定的体积
,

所以气体不可能被无

限压缩
,

以致使其体积等于零
,

因此
,

必须对公式

尸1 4
23 进行修正

·

他引进了一个常数 岭 将上

述公式改写为 5� 1 一 代∃ 4

然 这 比范德瓦斯

 % � + 年提出的方程 �5 6 7 . , ∃ �、 一 8∃ 4 石口
,

早

了 ∗ 年
)

 & 世纪中叶
,

人们已经知道气体比热容有

两个不同的值
,

即定压 比热容和定容比热容
,

当

时用分子的动力理论还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

释
)

在苏黎世工业大学
,

伦琴着手研究怎样用

分子动力学理论确定气体定压 比热容和定容比

热容
)

在公布他的研究工作时
,

伦琴指出了德

国物理学家科尔奥奇用一个特大的容器和空盒

气压表测得比热容值的错误
)

由于孔脱坚决反

对缺乏实验的理论推测
,

伦琴才没有对这个错

误作出理论解释
)

三
、

伦琴对电磁学的贡献

 % ∀ ∋ 年
,

麦克斯韦发表《电磁场的动力学

理 论》一文
,

总结 了他 所 建立 的 电磁 场方 程

组
)

在麦克斯韦方程组 中
,

修改后的安培环路

定理包含位移 电流
)

根据麦克斯韦理论
,

位移

电流和传导电流一样
,

按照毕奥
一
萨伐尔定律

的规律产生磁场
)

因而
,

如果能够用实验证明

位移 电流产生的磁场
,

也就能够验证麦克斯韦

理论的正确性
)

 %�∀ 年
,

罗兰在柏林物理研究

所 显示运动 电荷的磁效应引起 了亥姆 霍兹的

注意
,

他认为既然运 动电荷能够产生磁效应
,

那 么极化 电流也应 当可 以产生磁效应
)

伦琴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
,

他曾经设

计 了一个实验
,

检验电介质中位移电流产生的

磁场
)

 % % ∋ 年伦琴公布
−

他能够演示 电介质中电

场的变化产生磁效应
)

伦琴的实验装置由两块

玻璃板组成
,

玻璃板上附有 一层薄导体板作为

电极
,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电容器
)

电容器充电

后
,

在电容器两极间插人或拔 出第三片玻璃或

硬橡胶板
,

第三片板 的运动引起电容器极板间

电介质的变化
,

从而引起 电容器极板上电荷分

布的变化
,

导致电容器间电场的变化
,

这样就得

到位移电流
)

在第三块板的上面放置一个灵敏

磁针
,

检测位移 电流产生的磁场
)

经过上百次

的反复实验
,

伦琴终于成功地演示 了位移 电流

激发的磁场引起磁针偏转
,

这就给位移 电流的

存在提供了一个确切证据
)

伦琴首先将描述实

验结果的手稿寄给赫尔姆霍茨
,

后来这个手稿

得以发表
)

荷兰物理学家洛仑兹对伦琴的实验结果做

了高度评价
,

他把观察到电介质板 中的位移电

流叫做伦琴 电流
)

伦琴认为
,

他一生做 出了两

个大的贡献
,

一个是 ( 射线
,

另一个就是这个发

现
)

这个发现之所以重大
,

是 因为它奠定 了现

代电学理论的基础
)

户

一一
硫麟、

9科苑快讯
日本科学家试验证明

氧气可产生超导现象

戈

: “
‘萨 据《科技日报》报道 日本大阪

大学天谷喜一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
,

∀ 月 #∋ 日在《自

然》杂志上 发表了他们研究的成果
,

即氧气一旦在极

低温
、

超高压的条件下成为固体后
,

可 产生超导现

象
)

在 日常生 活中
,

氧气一般呈气体状态
/
经冷却

,

氧

气可变成液体 / 再继续冷却并加以高压
,

它又可以变成

固体
)

研究小组把氧气放人容器内
,

约加  !! 万一  #∋

万个大气压
,

温度控制在 一 # �#
)

∋∋ ℃以下
,

这时固态

的氧就可产生超导体特有的物理现象
)

目前
,

超导技术被 日益广泛地应用于 医疗诊断装

置等领域
,

各国科研人员都在积极开发新 的超导材

料
)

然而
,

从充溢于人类身边
、

司空见惯的氧气中发现

超导现象这还是首次
)

天谷研究小组认为大气中的氢

和氦随着条件变化也可能成为超导体
,

他们拟进行有

关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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