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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对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研究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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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详细介绍了法拉第研究和解释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过程,阐明了在法拉第的研究过程中,对阿

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研究与其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及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说明法拉第对阿拉果铜盘实验现

象的研究和解释极大地促进了其对电磁感应现象的研究, 是其电磁感应原理应用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胜利,

促进了电磁感应原理的传播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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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 第 ( M. Faraday, 1791 1867 ) 于

1831年发现的电磁感应现象是科学史上最重要

的发现之一,它揭开了电力时代的序幕, 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

响。而法拉第对此现象的发现与研究是与其对

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研究和解释紧密相关的。

他对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从 1825

年 12月就开始了,其后,随着电磁感应现象的发

现及相关研究,他进一步对铜盘实验现象进行了

研究, 在此过程中,受到该实验的启发,他发明了

最早最原始的直流发电机,并借助电磁感应原理

完美地解释了这个实验的内在机理, 说明所观察

的实验现象完全是磁体和铜盘相对运动所产生

的感应电流作用所致。法拉第的这项研究以确

凿无疑的实验证据说明了电磁感应原理的正确

性,平息了当时很多学者关于该实验解释的各种

争议, 彻底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是其电磁感应原

理应用于实践解释方面的一个重要胜利。同时

这项研究也坚定了法拉第对于自己科学理论的

信心, 促进了其电磁感应定律的建立过程。

但是, 长期以来, 在几乎所有涉及这一研究

的论著中,对法拉第研究和解释阿拉果铜盘实验

现象的详细实验过程以及这项研究对于促进电

磁感应定律建立的意义都未作充分的论述,对于

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未给予充分的说明及论

述,致使人们对此研究的实际过程及其产生的重

要影响还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我们有必

要根据 法拉第日记
[ 1]

, 对法拉第研究和解释

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过程进行详细地介绍和

分析,阐明其通过这项研究得到的结论以及该研

究对于促进电磁感应定律建立的意义,同时对法

拉第在该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研究方法和

特点给予客观的评价。

一、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发

现及相关研究状况

1822年,法国科学家阿拉果 ( D. F. G. A rago,

1786 1853)和德国物理学家冯 洪堡 ( A. von

H um bold,t 1769 1859)在英国格林威治 ( Green-

w ich)的一座小山上测量地磁强度时偶然发现,

放在铜底座上的小磁针的摆动, 比孤立放置的磁

针摆动的幅度衰减的要快, 而摆动的周期却没有

明显的改变
[ 2 ]
。这是人们首次发现电磁感应现

象,阿拉果据此实验推测,既然静止的铜片能够

影响磁针的运动, 那么运动的铜片可能会对静止

的磁针也产生作用。1824年,阿拉果根据这个现

象又做了一个实验,将一个圆铜盘装在一根垂直

轴上, 使其可以自由转动,再在铜盘正上方悬吊

一根磁针,所用的悬线质地柔软, 即使磁针旋转

许多圈,旋线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扭力来阻止磁针



的旋转。阿拉果通过实验发现, 当铜盘旋转时,

磁针即跟着一起旋转,但是时间上稍有滞后; 反

之,当磁针旋转时,铜盘也会跟着旋转,同样在时

间上稍有滞后。这个发现就是物理学史上著名

的 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 。阿拉果由于发现了

这个现象,获得了 182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科普

勒奖章 ( Copley M edal)。该现象的发现立刻引

起了当时科学界尤其是电磁学界人士的极大关

注,各个学派或个人争相重复这个实验并尝试提

出理论来解释它。

法国以毕奥和安培 ( A. M. Am p re, 1775

1836)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毕奥 ( J. B. B io,t

1774 1862)认为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证明了库

伦的 磁流体 理论。即铜盘内部存在不可称量

的磁流体,磁流体在铜盘转动时由于受到离心力

的影响而分离了出来,形成了不同的磁极, 磁极

与小磁针的磁针产生引力和斥力作用,产生了该

现象
[ 3]
。毕奥的解释显然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

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磁针先行旋转, 也能带动铜

盘旋转。而安培则认为这种现象恰好证实了他

的电流理论。他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通电螺线

管代替小磁针,与铜盘作用,得到了同样的效果,

于是他认为铜盘在转动过程中,分离出的是电流

体而不是磁流体,这种电流和螺线管的电流互相

作用,便产生了转动现象
[ 3] 170
。安培的这个解释

和他一贯坚持的电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电流与

电流的作用思想相一致的。他的解释似乎是正

确的, 因为在铜盘中确实产生了电流,遗憾的是,

由于他一直坚持电是不可称量流体的理论,而没

有发现阿拉果铜盘实验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

事实
[ 4]
。

在英国,很多学者听说阿拉果的实验之后,

也纷纷重复这个实验并力图给出合理的解释。

1824 1825年, 学者巴洛 ( P. Barlow, 1776

1862)和克里斯蒂 ( S. H. Christ ie)通过实验研究

发现, 如果用铁块代替圆铜盘与磁体作用, 铁块

同样可以旋转。他们虽然发现了该现象, 但并不

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作为数学物理学家的巴

贝奇 ( C. B abbage, 1791 1871)和赫歇尔 ( F. W.

H ersche,l 1738 1822)对安培的电学理论非常欣

赏, 1825年 6月 16日, 他们在皇家学会详细地

描述了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同时利用安培的理

论来解释该现象
[ 3]
。 他们二人的研究和解释

对法拉第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巴贝奇和赫歇尔从各个方面改变影响实验

的条件,仔细地研究了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他

们将一个铜盘悬挂在一个大马蹄形磁体的正上

方,当铜盘转动时, 磁体可以围绕其对称轴快速

转动。如果将各种非铁磁性物质插放在铜盘和

磁体中间,发现对铜盘或磁体的转动并无影响,

但当软铁板置放在中间时, 磁体转动时, 铜盘却

不动了, 这种现象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铁板屏

蔽了磁性。通过这些实验, 巴贝奇和赫歇尔认为

可以很好地解释 铜盘实验 的机理了: 在这些

实验中,铜盘以及其他物质展现的磁性明显是受

到磁棒、磁针等物质的感应而引起的
[ 5] 471
。他

们认为当铜盘或磁体转动时,铜盘受到磁体的感

应而显示出磁性, 磁体的两个磁极分别在铜盘相

应的两个部分感应出了异名磁极,并且磁性强弱

随着离开磁极的距离而逐渐衰减,这种磁感应是

比较特殊的感应, 当铜盘和磁体静止时不发生感

应,只有当磁体或铜盘存在相对运动时, 感应才

发生,他们将这种性质称之为 磁感受性 (M ag-

netic Suscept ib ility)。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 巴

贝奇和赫歇尔还发现, 只有金属和炭精能够受到

这种感应而产生磁性。如果将各种物质的磁感

应能力大小排序, 则银最强而铋最弱。此外,他

们还发现当铜盘存在裂口时, 不会有感应发生,

但用锡将裂口焊接,感应则恢复如初,而用金属

颗粒填塞裂口时, 感应能力则会大大降低
[ 5 ] 481
。

以现在眼光来看, 巴贝奇和赫歇尔所发现的

各种现象都是感应电流产生作用的结果,但在当

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认为阿拉果

实验产生的效应依赖于磁的感应,即圆盘的物质

微粒受到磁体的影响而在某一方向上产生特定

排列,从而产生磁性。但是仅仅产生磁性并不能

形成转动现象,只会产生圆盘和磁体之间的相互

吸引和排斥, 于是二人认为圆盘内所感应出的磁

极并非和磁体的磁极平行, 而是稍微倾斜, 落后

于磁体的磁极,落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铜盘的物质

分子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排列,这种时间

上的滞后效应导致了圆盘的转动
[ 5] 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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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拉第对阿拉果铜盘实验

现象的研究和解释

如上文所述,巴贝奇和赫歇尔没有解释为什

么金属的 磁感受性 总要在运动时才发生。按

照作者所根据的安培分子模型分析, 无论铜盘或

磁极运动与否,围绕铜盘分子的电流都应该受到

磁体分子环绕电流的影响,感应和相对运动没有

关系。此外,这个理论存在很多未经证实而值得

怀疑的假设,依照法拉第一贯的研究风格, 任何

未经实验证实的假设都是值得怀疑、不足为凭

的,所以,法拉第并不打算轻易地接受这个理论,

而是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来鉴别各种解释理论

的真伪,自 1825年起,他开始关注阿拉果实验并

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1825年 12月 2日, 法拉第做了一个实验,

试图通过模仿阿拉果实验来产生感应电流:

模仿阿拉果的磁体旋转实验做电感应实验。

用五英尺长的丝线水平悬挂一根德鲁克水

银柱 ( Deluc s co lum n), 使之干燥并可以自由

转动, 一个铜盘在其下旋转 没有作用。

一个小莱顿瓶外部用导线箍住, 与前面类

似,如图 (见图 1)悬挂,莱顿瓶的内外壁分别充

以正电和负电, 当铜盘在其下旋转时,除了铜盘

产生的风动效果以外,没有任何效应产生
[ 1] 280
。

图 1 莱顿瓶和铜盘作用实验装置图示 [ 1]280

在这个试验中,莱顿瓶的内外壁分别充以正

电和负电,外壁的正电以导线引出,模仿磁体

的一极,内壁的负电模仿磁体的另一极。如果按

照巴贝奇和赫歇尔对阿拉果实验的解释,即磁体

在运动的铜盘内感应出了磁性,那么与此类似,

莱顿瓶内外壁的正负电的作用也应当类似于磁

极的 N极和 S极, 也许也可以在转动的铜盘内

同样感应出正负电,正负电作用, 进一步产生感

应电流。可见,法拉第此时关于阿拉果铜盘实验

机理的认识, 与巴贝奇及赫歇尔相比,并没有什

么特别之处, 在这一阶段,法拉第还没有认识到

感应电流是一种瞬时效应, 这是他未能发现电磁

感应现象的原因
[ 6]

, 由此也就不能认识到阿拉

果铜盘实验现象的真正机理。但是, 从这个实验

也可以看出,法拉第在研究电磁感应现象之初,

就已经将阿拉果实验与其关于电磁感应现象的

研究联系了起来。

1831年 8月 29日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后,仅

隔一天,法拉第就考虑利用电磁感应现象来说明

阿拉果实验现象, 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阿拉果

实验中, 静止及运动的金属表现出力量上的差

异,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否可以和这些瞬时效

应 (感应电流的瞬时效应 )联系起来?
[ 1 ] 369
这说

明法拉第此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阿拉果实验的

实质可能和瞬时感应电流有关。

同年 10月 1日,法拉第又做了一个实验,以

研究阿拉果实验现象,但由于实验误差原因,法

拉第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54. 准备斯特詹振动盘 必须 20次振

动才能从一个弧度递减到另一个弧度 ( from one

arc to another) 然后盘的边缘上方悬挂两个

铁线圈 D ( 19英尺长的铁丝构成的双层螺线

面 ) ,作用和磁体的磁极类似, 但是没有察觉到

振动数目的不同。然后用两个磁体的两个磁极

代替线圈,发现 10次振动就减小至相同的振幅。

但是磁体磁极对小磁针的作用远强于线圈的作

用。仍不确定是否纯粹的电磁铁会产生阿拉果

效应
[ 1] 374 - 375

。

在这个实验中,法拉第用通电线圈作为电磁

铁以代替安培所用的螺线管,用斯特詹振动盘作

为线圈或磁体是否产生感应作用的检验装置。

瑞士科学家德鲁克 ( J. A. Deluc, 1727- 1817 )所使用的一种水银气压计。

英国电学工程师斯特詹 (W. Sturgeon, 1783 1850 )做实验所用的一种振动金属盘,在某种条件下振动时,从一个弧度递减到另

一个弧度时所做的振动,数目相等,如果振动条件改变,则数目也会相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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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盘振动时,如果从一个弧度衰减到另一个弧

度,所需振动的次数在线圈或磁体的作用下减少

了,说明产生了感应作用, 反之则不产生感应作

用。通过实验发现, 线圈不会使振动盘的振动数

目减少,而磁体则可以,法拉第因此不能确定电磁

铁是否可以产生阿拉果效应。根据法拉第的描

述,可以看出实验失败的原因应该在于他所使用

的通电线圈的磁性太弱,以致得不出确定的结论。

1831年 10月 28日,在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后

不久, 法拉第不满足于获得短暂的感应电流, 受

到阿拉果铜盘实验的启发, 他利用圆铜盘和皇家

学会的强磁体,设计了一套新的实验装置,产生出稳

恒的感应电流,这个装置是最原始的发电机:

99. (如图 2所示 )利用一个直径为 12英寸、

厚 1 /5英寸,圆心固定在一个铜轴上的铜质旋转

圆盘做很多实验。为了强化磁极作用,两个长 6、

7英寸,宽 1英寸,厚为半英寸的小磁体放置在两

个大磁体磁极的前端,小磁体与磁极横向交叉,

并且小磁体的较宽的一面紧贴磁极,使两个小磁

体的两端靠的足够近; 为了防止震动引起的滑

动,用绳子把它们紧紧地绑在一起。

图 2 圆铜盘装置示意图 [ 1] 381

100.圆盘边缘插放在两个强化磁极之间,边

缘与汞混合。与圆盘同样厚度的铜条末端弯成

凹槽, 同样与汞混合, 以便能与圆盘的边缘良好

接触。两根这样的铜条用丝线绑缚在一个纸板

上,以便它们能同时和圆盘边缘比较相近的两个

点同时接触 (如图 3所示 ), 这些接触器通过导线

与电流计连接
[ 1] 381 - 382

。

图 3 实验装置中的接触器示意图 [1] 382

当圆盘以一定速度转动时, 产生稳恒的电

流。起初, 法拉第认为在圆盘中产生的感应电流

是涡旋电流,所以他将接触器放在磁极间圆盘的

两侧,发现电流比较小,经过多次更换位置, 发现

当两个接触器与圆盘的接触点分别处于边缘和

轴心时,电流最大。根据圆盘转向的不同以及磁

极的不同, 感应电流从轴心流向边缘或从边缘流

向轴心。

这个现象的发现无疑为解释阿拉果实验现

象提供了非常好的途径。随着后续的许多关于

电磁感应现象的实验研究,法拉第逐步认清了阿

拉果实验现象的产生机理。

11月 4日,法拉第利用一个实验说明了巴贝

奇和赫歇尔发现的铜盘割裂效果, 间接上也说明

了阿拉果实验效应完全是铜盘内感应电流的结

果:

156. (如图 4所示 )两片 1 /5(英寸 )厚的铜

板,形状如图所示,相隔约 2英寸, 每片的直线边

缘都与汞混合, 放在一起使其穿过磁极, 电流计

效应强烈, 但是当仅把一张纸放在边缘之间时,

电流计没有可察觉到的效应。说明了阿拉果铜

盘割裂所产生的效应
[ 1] 388
。

图 4 接合铜板感应示意图 [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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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法拉第在日记中第 96段提到阿拉果实验,只隔 3行文字就是 99段圆铜盘实验。而 且在 电学实验研究 第 25页,法

拉第明确说道: 我希望使阿拉果实验成为电流的一种新的来源。接着他就做了这个实验。因此, 法拉第受到阿拉果铜盘实验的启

发才开始这个实验,应无疑义。



在这个实验中,法拉第说明了巴贝奇和赫歇

尔所发现的, 当阿拉果实验铜盘有裂口时, 所谓

的 磁感受力 大大降低的真正原因。当两块铜

板的直边都与水银混合时,两块铜板就成为一个

导体, 穿过磁极时, 产生的感应电流就会通过完

整的回路, 从而在电流计上显示强烈的效应; 而

当把一张纸放在铜板之间时, 就产生了铜盘存在

裂口的效果, 此时, 两块铜板不再是一个完整的

导体, 也就不能构成完整的回路, 它们通过磁极

时,各个铜板内产生的感应电流不会通过整个回

路,因此电流计就不会产生可察觉的效应, 这就

是巴贝奇和赫歇尔所发现的当铜盘有裂口时,他

们所说磁感应能力大大降低的真正原因。

12月 14日,法拉第又通过一个实验,再次说

明了当阿拉果铜盘转动时,是铜盘和磁体的相对

运动产生了感应电流:

226. (如图 5所示 )仅利用地磁做阿拉果实

验。不用磁体, 圆盘水平放置并旋转, (电流计 )

磁针的效应虽轻微但很明显, 并且可以通过 (铜

盘 )复原并多次旋转 (以使电流效果累积 )等动

作,使磁针效应增加。当圆盘如标示的方向转动

时,磁针的方向向东。这里没用铁, 导线至多 18

英寸长并仅是铃线 ( bell w ire ), 如果电流计内

的导线和导体都用粗导线,可能有更强的效应。

227.因此阿拉果的铜盘是个新的发电机
[ 1] 397
。

图 5 圆盘地磁感应示意图 [ 1] 397

通过这个实验,法拉第事实上已经揭示了阿

拉果铜盘实验的本质所在,那就是磁体和导体之

间的相对运动在导体内产生出了感应电流,而感

应电流产生的磁力又会与磁体的磁力互相作用,

从而使得铜盘或磁体转动。

但是法拉第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研究。他

在 1832年 2月的几个实验彻底否定了巴贝奇和

赫歇尔的理论, 利用自己的电磁感应理论完美地

解释了阿拉果实验现象。 2月 22日,他在日记中

描述了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实验:

343.在阿拉果铜盘两侧实验一个磁体。如

果赫歇尔和巴贝奇是对的,圆盘每一侧各有一个

同名磁极应该比只有一侧有一个磁极或异名磁

极在相反的两侧效果好; 如果我是对的, 情况应

该恰好相反。利用斯特詹盘: 准备好, 从一定数

量的弧度递减到另一定数量弧度前它做一定数

量的振动。

圆盘独自时,所做的振动 62, 56, 60, 61

不同磁极时,所做的振动 21 20, 15

类似磁极时,所做的振动 58 58, 50
大

致相等

在上个实验中 放置两个木块, 使他们靠的

足够近,振动的数量减少到 52, 说明 50和 60之

间的不同更多是由于空气的阻碍而不是残留磁

性的作用。非常好的实验
[ 1] 416
。

按照巴贝奇和赫歇尔的理论, 如果是磁感应

磁的话,那么, 同名的两个磁极在圆盘两侧应该

比只有一个磁极感应力大,圆盘振动数目由于阻

碍力大而比单个磁极或没有磁极时少的多, 而按

照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理论, 同名磁极会互相中

和,圆盘不会切割磁力线,因此, 应该没有感应电

流产生,圆盘也就没有磁性, 因而不会影响振动

盘的振动数量, 与之相反, 异名磁极在两侧则会

大大降低振动数量。实验结果完全否定了巴贝

奇和赫歇尔的理论, 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法拉第理

论的正确性。法拉第在这个实验中,对实验中产

生的误差也给予了说明: 同名磁极在两侧时出现

的 50次振动比没有磁极时的 60次振动少的原

因在于,磁体本身阻碍了空气运动, 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圆盘的振动, 这属于实验误差原

因,和磁感应或电磁感应现象无关。

1832年 2月 27日, 法拉第又做了两个相类

似的实验, 其中一个是:水平圆盘下方放置一个磁

体的 N极, 转动时,产生大量电流;然后再把另一

个磁体的 S极放置在圆盘的上方, 转动时, 得到

推测法拉第这里所用的导线是一种比较细的导线。

上段话中的 接近相等 指的是两种情况下各自振动数目的大致相等,而不是二者大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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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电流;把 S极改为 N极,电流几乎没有了;

调整磁极位置和圆盘位置, 发现在合适的位置,

转动圆盘时,不再有电流产生。法拉第由此得到

结论: 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显示类似磁极在相

反的两侧会破坏电流。如果现在 (两个类似磁

极 )对圆盘的作用同时消失了,这将证明巴贝奇

和赫歇尔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的是正确的, 因为

按照他们的观点,效应将会增加
[ 1] 419
。

这几个实验以确凿无疑的事实说明了巴贝

奇和赫歇尔理论是错误的,而证明了法拉第的电

磁感应理论是正确的。法拉第为取得这一成就

也感到非常自得,他在一封信中提到: 实验在数

学面前无须恐惧, 而在做出发现上完全可以与

其匹敌,发现这一点使我非常舒服。我非常惊

奇地发现, 那些所谓的高级数学家们所宣布的

转动 (阿拉果实验 法拉第注 )的根本条

件 也就是需要时间 , 它的基础是如此

薄弱
[ 7 ]

在随后的约 40天里, 法拉第还不时回到这

个问题上来,他用另外一些实验说明了铁板会屏

蔽磁体的磁性
[ 1] 420

,而铜板和其他一些金属板则

不会, 但当铜板或其他金属板运动时, 则会屏蔽

磁体的磁性
[ 1] 427
。

在 1832 年 1月论文 中的第 244 255

段
[ 8]

,法拉第摘引了日记中的部分实验, 用更加

明确的语言对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作了解释,他

还用实验证明了磁极与不同材质的金属盘之间

作用力的不同是由于金属导电能力的不同造成

的,作用力的大小顺序完全和导电能力一致 (铁

磁性物质除外 ) , 它们作用的实质完全是电磁感

应现象。法拉第根据磁体与物质的作用情况不

同对物质作了三种分类, 一类是铁、镍等物质,无

论其静止还是运动,都会受到磁性影响; 另一类

是存在相对运动时才受到影响的物质, 如铜等一

些金属;最后一类是在两种情况下都不会受到影

响的物质。

对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正确解释, 无疑是

法拉第电磁感应理论的一个巨大胜利。自此以

后,人们关于阿拉果实验现象解释的各种争论逐

渐平息,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理论及其定性描述的

电磁感应定律逐渐为学术界所认识,这进一步促

进了其对于电磁学的实验研究并导致后续许多

科学发现的完成。

三、结 论

综上所述, 通过研究和分析 法拉第日记 中

有关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记录, 我们对法拉第

关于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研究和解释可以获

得如下认识:

首先, 阿拉果实验促进了法拉第对电磁感应

现象的研究及其电磁感应定律的建立。法拉第

对阿拉果实验的关注从 1825年就开始了, 当时

他试图通过模仿阿拉果实验来发现感应电流,虽

然实验失败了, 但是法拉第在其后的有关电磁感

应现象的实验研究中,仍然将阿拉果实验与电磁

感应现象的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一方面,法

拉第通过电磁感应现象的相关研究逐渐明确了

阿拉果实验现象的发生机理; 另一方面, 阿拉果

铜盘实验对法拉第关于电磁感应现象的研究有

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正是由于认识到阿拉果

实验中所用的铜盘的作用,法拉第才设计了产生

稳恒感应电流的实验装置,获得了稳恒的感应电

流,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导体只要切割磁力线,

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从而促进了法拉第电磁感应

定律的建立。

其次, 法拉第对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研究

和解释体现了其科学研究方式的某些特点。法

拉第的思维非常开放,他善于把很多有关科学前

沿问题的研究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从中获得

借鉴及启发,进而促进自己的研究。通过研究获

得新认识之后, 法拉第也敢于将自己的理论应用

于一些当时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 给出科学的解

释或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法拉第这种积极开放

的研究方式决定了他能够追踪当时科学研究的

最前沿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法拉第何以在

一生中能够做出如此多的重要科学发现。

第三, 法拉第对阿拉果铜盘实验现象的研究

和解释是其电磁感应原理应用于实际研究的重

要胜利,促进了科学界对法拉第后续研究工作的

关注和认识。虽然当时大多数学者仍然不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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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文后来收录为 电学实验研究 第二辑。



解其力线思想的实质,但自此开始, 学术界开始

关注其科学研究并对其科学理论或科学思想中

的某些问题提出疑问和探讨, 这促使法拉第进一

步明确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促进了其力线思想及

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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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aday 's Study and Explanation for the Phenom enon

ofArago 's Experim ent on Copper P late

WANG Luo-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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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rb in Institu te of Techno logy, H arb in 150080,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 ly sis and study of Faraday s' D iary and h is pub lished a rtic les, this paper e luc idates the pro cess

o f Faraday s' study and explana tion fo r the phenom enon ofA rago s' expe rim en t on copper p late, po ints out the tight links betw een

Fa raday s' research on A rago s' experim ent and his research on e lectrom agnetic induction, and ana lyzes som e cha racte ristics o f

Fa raday s' sc 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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