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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装置利用身边废旧的材料还原了卡文迪什扭秤制作过程中的原型,利用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米歇尔

神父制作的扭秤原理 ——— 即利用作用力比较大的磁相互作用代替弱小的万有引力作用.虽然磁相互作用与万有引

力规律并不相同,但都满足平方反比规律,故用来给学生形象地展示扭秤巧妙利用两次放大思想的应用,体会物理

学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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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作原因

实验物理开创了近代物理学发展的新局面,在
实验物理学3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众多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物理实验.他们以其巧妙的构思、精
心设计的仪器、高超的测量技术、独到的处理方法和

分析判断等,为我们展示了极其丰富和精彩的物理

思想,开创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卡文迪什扭秤

的设计和应用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开创了弱力

测量的新时代”.
但在笔者的教学中发现,不同版本的高中物理

教材在对“万有引力定律”一节的内容呈现时,虽会

涉及卡文迪什扭秤的内容,但课文多数仅对扭秤的

结构进行说明,一般并不配备教学模型,教学中只能

利用课件进行讲解.人教版2004年版物理教材模块

3 1中更是删去了卡文迪什扭秤构造图,仅有卡文

迪什实验室的外景图片介绍.
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其实学生对扭秤的设

计发展史以及不同科学家对扭秤的改进很感兴趣,

尤其想知道它实际的构造以及测量原理,于是产生

利用身边的废旧材料自制卡文迪什扭秤模型的想

法,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扭秤巧

妙利用两次放大的思想.

2 制作材料

废旧的油笔芯3根(带笔头)、废旧中药丸的球

型盒两个,两个小强磁体、铜丝、废旧的笔杆、小镜

子、塑料杆(80cm左右)、泡沫块、热胶棒、两个球形

导体、激光笔.

3 制作过程

3.1 大支架的制作

将塑料杆和废旧笔杆固定于大泡沫块上,做成

大支架,如图1所示.

图1 大支架

3.2 T型支架的制作

将3根旧笔芯用笔头连接作为T型支架的横

梁,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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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型支架横梁

3.3 T型支架两端固定的“小铅球”的制作

(1)如图3将半个药丸盒分别通过热胶固定在

T型支架的横梁的两端.

图3 “小铅球”

(2)在T型支架横梁的两端药丸盒内部用热胶

分别固定小强磁体.
(3)将药丸盒的另一半分别扣合成完整的药盒.

3.4 安装小镜子

图4是在T型支架的横梁中点处连接上铜丝.

图4

用热胶在铜丝的中部固定小镜子,铜丝一端与

T型支架连接,另一端固定于大支架上的废笔杆上,

如图5所示.

图5

3.5 组装各部件

图6(a)将装有小镜子的横梁上的铜丝悬接在

大支架上;图6(b)是在T型支架的横梁两端点“小
铅球”附近,各放置1个绝缘金属球.

图6

4 实验过程

第一步:将T型支架通过铜丝悬挂在大支架的

笔杆上.
第二步:调节 T型支架平衡,待其稳定后让学

生用激光笔对着T型支架上的小镜子发射激光,并
将激光笔固定于此位置,记录激光被反射后在墙上

的光点位置.
第三步:将两个球形导体放置于离“小铅球”基

本等距的地方,观察光点的移动情况.

5 应用的科学方法原理

力矩平衡;机械放大思想;平方反比规律.

6 创新点

(1)所需材料均来自身边随手可得的废旧材料.
(2)本装置还原了卡文迪什扭秤制作过程中的

原型,利用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米歇尔神父制作的

扭秤原理 ——— 即利用作用力比较大的磁相互作用

代替弱小的万有引力作用.
虽然磁相互作用与万有引力规律并不相同,但

都满足平方反比规律,故用来给学生形象地展示其

对放大思想的应用,体会物理学的方法,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都非常有用.

7 使用情况和进一步完善的设想

使用中扭秤不能尽快稳定下来是个急需改进的

问题,可以借鉴库仑扭秤的思想,在T支架下加类似

制动盘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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