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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一

 5! ∀∃ 是  5 世纪法 国著名 的物理学家和工程

师
,

一生对科学的多个方面进行过研究并取得

杰出成就
,

其研究成果对科学产生较大影响
6

在此就库仑对科学发展做 出的主要贡献作一探

讨
6

一
、

库仑对力学发展的贡献

库仑  � 4 ∀ 年 ∀ 月出生于法 国昂古莱姆一

名门望族之家
6

早在青少年时期
,

库仑便随家

一起来到巴黎
6

由于优越 的家庭条件
,

他在巴

黎受到 良好教育
,

曾先后就读于马扎兰学院和

法兰西学院
,

并在那里学习了数学和 自然科学
6

库仑最初选择军事工程师作为 自己 的职业
,

作

为一名军官
,

 �∀ 7 年 # 月他被派往西印度的马

提尼岛监督修筑军事工程长达 5 年之久
6

在此

期间
,

库仑经常碰到各种需要解决的力学间题
,

从而引起他对力学研究的兴趣
,

同时丰富的实

践经验也为他对力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

应用力学是 库仑研究 的重要方面
6

早在

 � � 4 年
,

他就向法国科学院提交应用力学方面

的论文
8
《极大和极小法则对建筑有关的静力学

的应用》
6

库仑写作该文的目的是
,

综合应用数

学和物理学知识讨论有关静力学问题 中的摩擦

力和内聚力
,

文中涉及到砖石材料强度
、

挡土墙

设计 以及 弓形结构设计等一系列建筑工程问

题
6

在该篇论 文开头
,

库仑提 出了平衡和力的

分解等有关命题
,

接着便论述摩擦力和内聚力
,

梁的弯曲理论以及材料的断裂与切力等问题
6

论述摩擦力时
,

尽管他利用了阿蒙顿定律
8

即摩

擦阻力正 比于接触物体间的正压力
,

与其接触

面无关
6

但是他却注意到该定律在实践中并非

严格成立
,

摩擦力产生于物体之间的切向接触
6

库仑推测物体内聚力是物体紧密接触部分间

的中心力引起 的
,

其数值可看做切向力和张力

的综合
6

因而
,

内聚力可通过 固态物体直接反

抗其断裂成部分的阻力来测量
,

对此他还用匀

质物体做实验进行检验
6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
,

库仑具体分析 了一

根矩形水平悬梁的受力情况并正确提出确定弯

曲横梁中性面的方法
6

他认为悬梁中性面以上

部分梁 内部具有张力
,

以下部分梁 内部存在压

力
6

库仑将张力和压力沿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

分解
,

通过图示分析得出结论
8

水平方向的合力

等于零
,

竖直方 向的分力等于负载的重力
,

负载

对固定点轴线上的力矩等于梁的内力矩之和
6

同时库仑还认识到矩形横梁内部沿横切面的垂

直方 向各点的张力 �或压力 ∃是不同的
,

一般说

来
,

力 的大小沿横切面垂直方向的变化是一条

任意曲线
6

此外
,

库仑还研究 了石料的直接拉

力和压力以及 土压力问题
,

提出石料最大承载

的理论和 当时令人满意的挡土墙理论
6

摩擦力是库仑研究的又一领域
,

早在  � �4

年的论文 中对此就有论述
,

 � 5 年
,

库仑完成

《简单机械理论》一文
,

由于这篇论文
,

库仑获

法 国科学 院奖并成为该院院士
6

在这篇论文

中
,

库仑不仅研究了静摩擦力
,

而且研究了滑动

摩擦力和滚动摩擦力等
6

综合考虑到各种物理

参量
,

库仑认为摩擦力随物体所处状态
、

正压

力
、

速度等多种物理参量而变
6

早在  ∀ 9 9 年
,

法国物理学家阿蒙顿已经指出滑动摩擦力与相

互接触物体之间的正压力成正比
6

尽管库仑 同

意这一观点
,

但他进一步指出
,

一般而言
,

摩擦

力与正压力之间只是近似的成正比关系
6

他更

详细地研究了摩擦力随物体本身性质
、

润滑
、

速

度等多种因素的变化
,

还分析 了静摩擦力
6

库

仑的研究成果在 当时影响极大
,

在之后的  !!

多年里
,

他的研究成果被看做 该领域的权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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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些物理学家评论道
8

毫不夸张
,

人们可以

说
,

库仑创造了摩擦力这门科学
6

库仑进行力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扭力 问

题
6

 � � � 年
,

他 向法国科学院提交论文
8

《关于

制造磁针的最优方法的研究》
,

并以此参加法国

科学院设立的
“

制造磁针的最佳方法
”

的竞赛
6

在获奖论文中
,

库仑不但提 出一种丝悬指南针

的设计方案
,

而且描述 了用丝线和头发所做的

扭力实验
,

首次提出了他的扭力理论
,

不过
,

他

在此得到的扭力公式并非完全正确
6

又过 了几

年
,

库仑重新研究扭力理论
,

在一系列扭力实验

的基础上他最终提 出了关于扭力的正确理论
6

 � 5 7 年 9 月
,

库仑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

同时给

出扭力的正确公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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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中 :表示

扭力矩
,

< 和 >分别表示悬丝的直径和长度
,

?

表示扭转角
,

户 表示悬丝的弹性系数
6

扭力公

式的提出
,

为测量极小力找到 了一种有效方法
,

库仑早在  � � � 年就认识到这一点
6

之后
,

库仑

用他发明的扭力秤研究电学和磁学间题
,

并在

电磁学领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6

二
、

库仑对电磁学发展的贡献

扭力秤 发明之后
,

紧接着库仑就用其测量

电力
、

磁力和流体的摩擦力等
6

 � 5 ≅ 年他就发

表了题为 《论电和磁》的论文
,

文 中指出
8

两个

带有同种类型电荷的小球之间的排斥力与两球

中心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 比
6

 � 5 � 年
,

库仑在

第二篇
“

论电和磁
”

的论文 中进一步给出了静

电吸引力和静磁吸引力与排斥力的规律
6

通过

一系列实验研究之后
,

库仑在  � 5 ≅一  � 5 � 年就

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定律
—

库仑定律
,

这

方面一般资料介绍较多
,

这里不再赘述
6

除了库仑定律外
,

库仑还用扭力秤研究了

电漏和导体中电荷的分布问题
6

他认为电漏的

发生有两个主要原因
8

第一
,

每一个绝缘体都有

一定的绝缘限度
,

超过此限度绝缘体就不会完

全绝缘
,

第二
,

潮湿空气中的水分子或导电粒子

能够带走物体表面的电荷
6

 � 5 �一  �9! 年间
,

库仑用一系列实验严格检验了由于电漏引起的

带电体的电量损失
,

最终确定了电漏的规律
8

在

极短时间 0/ 内带电体散失的电量 �一 匆 ∃正比

于它的带电量 Α
,

用微分方程表示
8 一 0Α =Α 二

2 0/
,

其中 2 是依赖于空气湿度和有关因素的一

个常数
6

通过 电漏的实验和研究
,

库仑把物体

区分为导体和绝缘体
,

指出物体传导电荷发生

在导体中或超出绝缘限度的绝缘体中
6

关于带电体电荷 的分布
,

库仑研究后提 出

的观点是
8

第一
,

电荷分布与物体的化学相互吸

引或某种有选择的吸引力无关
,

好像有迹象表

明
,

电荷分布依赖于 电荷间的相互排斥
、

物体的

几何形状及其所处环境
6

第二
,

处于静 电平衡

的导体
,

不论其化学成分及几何形状如何
,

电荷

只能分布在导体的外表面
,

在 当时条件下库仑

得到如此深刻的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6

库仑对电磁学发展做出的又一贡献是提

出磁分子模型及磁化理论
6

早在  � 9 年
,

库仑

根据一根磁棒无论破碎成多少段
,

每段均能保

留南
、

北极 的事实
,

产生 了磁 分子模型和磁化

的思想
6

 � 9 9 年
,

库仑重申这种思想并提出了

磁分子模 型及磁化概念
6

他设想铁分子 中存

在着数量相等的两种异性磁流体
,

通常它们互

相结合使分子不显磁性
6

当外磁力使铁分子

中的两种磁流体分开后
,

分子就出现极性变成

了磁分子
,

此时铁分子也被极化了
6

库仑 的这

一思想对法国电磁学的发展产生 了积极影响
,

安培提 出磁化思想及分子环流假说就从中得

到重要启发
6

库仑作为  5 世纪的一位杰出物理学家和

工程师
,

对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

在

此不可能将其全面论述
,

这里探讨的仅是库仑

研究工作的几个主要方面
6

通过这些探讨
,

目

的是让我们对库仑的科学成就有一个梗概的认

识
,

并从他的研究 中汲取知识及研究方法方面

的营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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