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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心理现象一类科学实验中必须坚

持
“

双盲
”

的准则 在李政道教授所著的《粒子

物理和场论导引》一书中
,

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年
,

鲍威尔从实验上明确区分出 二 介

子和 拼 子
,

人们便开始了 拜 子衰变为电子加中

微子

矿
土 两个中微子及反中微子

的电子能量谱形的研究 年
,

勒
·

密歇

尔曾从理论上详细研究过这一谱形
,

指出这

一谱形将依存于某一参量
,

而
“

是 。与

之间的任一实数值
,

不同 值时给出不同谱

形
” ,

页 如 果 用 代 表 电子 能

作图表示出来是很发人深省的 从图 可以看

出
,

历史上 值从 尘 。开始
,

慢慢增长
,

直

到 年有了理论预测后
,

才逐渐变为 二

是
·

但是
,

值得注意的是
,

每一次
‘

新
’

的实

验值都从来没有落在前一次实验所标的误差

限之外
”

、 页

万卧“一百 卜

一

一一一一丫胜心一‘﹄‘﹄盆斗门曰一净卜住

尸,‘受日

量 粤 , ,

那末
“

不同 值时 式

给出的不同谱形在图 中给出
,

可以看出
,

确

定端点 处的谱形高度
”

页 由于这是

密歇尔首先发现电子谱形依存于参量
,

因而后

人便将这一 值称为密歇尔参数

袱对

、户

梦
图 不同 值时 式对应的谱形

年
,

李政道和杨振宁指出弱相互作用

下 宇称 可 能不 守恒
,

并提 出二分量 的理论
·

年
,

李政道和杨振宁从理论上计算出

这就进一步促进了 拼 子衰变为电子的能谱的

测量 但是李政道教授却注意到以下的事实
“

将实验测得的 值随测定时间的变化

图 实验测定的带歇尔参量 随时间的变化

这是李政道教授对实验物理学家们在从事

科学实验时
,

所持
“

心态
”

的一段极有兴味的刻

画
·

实验家们要想科学移从事某二科学实验常

要克服许多困难 首先是必须科学地设计这一

实验
,

亦即必须使这一实验能客观地正确地反

映出被测事物的真实情况 其次是实验误差的

估计间题
,

这里既有统计误差
,

又有来 自仪器和

周围环境所形成的系统误差
,

如果该实验工作

还用到理论计算
,

还要估计来 自理论上的不确

定性所引人的误差

实验家们将怎样判定他们所从事的科学实

验是在一定精确程度条件下科学地成立的 这

里有两个可能的参考
“

坐标
”

一是前人的实验
,

尤其是未能找出其明显错误的前人的实验 二

是理论的预言
,

尤其是那些 已得到人们公认为

正确并且十分精密的理论的预期值 实验家们

在如何标定实验值的误差时
,

其 、心态
”

也是很

复杂的
,

如果标定出的实验误差过大
,

人们可能

认为这一实验没有价值滚口果所给出的误差过
小

,

而又欠缺科学根据的话
,

就又可能被认为

飞以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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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严谨的科学实验
,

还是甚不科学

的
“

科学
”

试验

甲 前一时期
,

我在书摊上购买到《严新气

功现象》一书
,

书中刊载了一组
“

科学
”

实验
,

严

新和高能物理所几位实验者宣称厂通过这些实

验
,

捕捉到了外气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特性
”

见该书 页
,

‘

以下凡引自此书的文字
,

将只

注出页码
,

例如
,

远在 公里的气功外气竟

会对
“

物质分子
”

发生作用
,

在 一 公里

远的外气竟会对
“

放射源媚一 衰变计数率
”

发生影响
,

等等

图

乙 这已是迟到的消息 此书出版于

年 月
,

你新买的书已是 年 月的第 次

印刷
,

已销行了约 万册了

甲 书中说
, “

这是一批科学方法严谨而带

有开创性质的工作
” ,

页
“

取得了突破性

的实验成果
”

页

乙 由严新和高能物理所
、

清华大学等一些

教授们所合作进行的这些实验
,

的确曾被人们

誉为
“

科学界高层次的实验
” ,

页 是
“

科学

救气功
”

的工作 页 但问题是 这一组实

验是否确实
“

科学
”

二
“

双盲试验
” ,

这是涉及心理一类现象

实验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甲 为什么你怀疑这些实验的
“

科学
”

性

乙 首先
,

一 公里是相当远的距

离
,

乘中国民航至少也要 小时
,

要知道
,

在 公里外爆炸一颗原子弹飞在北京

的大气层里也测不到原子弹所产生的冲击波的

讯号
,

试问严新的发功竟能有超过原子弹爆炸

的能量

甲 可能测试者认为这是
“

定向
”

发功
,

因为
“

远 距 离 发功 的效 果一 般 不 小于 当地 发功

“

不科学
”

可是
,

当
“

前人的实验
”

和
“

理论的预测
”

存在

着明显的分歧时
,

具有复杂
“

心态
”

的实验家们往

往就
“

折衷
”

地
“

处理
”

他们的数据了 从原则上

讲
,

实验工作者应该客观地对待他们所获得的实

验数据 然而事实上
,

由于实验误差
,

尤其是系统

误差
,

往往不易估计
,

因而主观
“

心态
”

就不可避

免地进人寒验结果
·

于是这就出现实验测量的

值随实验年限而逐年上升
,

并且
“

每一次
‘

新
’

的

实验值都从来没有落在前一次实验所标的误差

限之外
” ,

这种奇特的现象 最后
,

直到 年
,

亦

共经历了 年之久逐渐递升后
,

才稳定而精确
·

一
‘ 一

、 人

一
,

地符合于理论预测值
, 二和尹“

, “ ‘

一
, “ 、 “ ’‘ ’ ’

‘

粒子物理实验在原则上是不应随着人们
主观

“

心态
”

的变化而变化的 然而实验工作

者也是人 这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 至 于那些 涉及人的心灵问题等一类

实验
,

就更可能受到来 自外来 因素或主观心

态的干扰

所 以
,

当人们从事心理现象一类科学实

验时
,

在实验的设计上
,

首要 的准则
,

就是必

须科学地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
,

也就是必须

坚持
“

双盲
”

的准则

在心理学一类实验中
,

没有这种排除了人

为干扰的
“

双盲
”

准则的科学的设计
,

就不成其

为科学的实验工作

卷 期 总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