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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正式报告稿），由大连理工大学物理教学中心教师们编写的实验教材。
　　全书分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探索研究性实验四部分，共涉及34个实验，其
中实验29～实验34是由大连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强势学科——等离子体物理与半导体材料
物理的部分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旨在让本科低年级学生早日接触、了解科学研究，提高日后科学研
究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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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实验原理】 1.低气压气体击穿现象 常态下气体是绝缘体，在直流电场作用下没有
载流能力。
如果采用一定的激励方式，使气体中性粒子发生电离而形成正负带电粒子，并且发生电离的粒子数量
达到一定的比例，气体就具有了导电能力，如果施加电场，气体中的带电粒子就会定向运动形成电流
，即发生了气体放电现象。
 气体放电分为自持放电和非自持放电。
非自持放电是指存在外电离原因的条件下才能维持的放电现象，例如，用紫外光或者放射线照射气体
，使气体电离而具有导电能力。
如果撤去外电离因素，带电粒子就会很快复合消失，放电便熄灭。
自持放电是指没有外电离因素，放电现象能够在导电电场的支持下自主维持下去的放电过程。
 气体首先在外电离因素支持下，可以在电场中传导电流，随着电场的增加，电流强度逐渐增加。
当电场强至一定值，气体放电电流突然迅速增加，即使撤去外电离源，放电仍能维持，即转化为自持
放电，这种从非自持放电到自持放电的过渡现象，称为气体的击穿。
气体发生这种放电方式转化所需要的电场强度称为击穿场强，相应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
 2.汤森放电理论 上面所描述的气体从非自持放电到自持放电的整个过程的所有现象是1903年前后汤森
首先发现并进行了详细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汤森放电理论，因此这类放电过程称为汤森放电。
汤森认为，气体放电的发生是气体分子或原子被电离产生电子和离子的结果，在外加电场作用下，电
离产生的电子可以被加速，获得能量的电子又可以增强气体的电离，而离子在获得能量后可以轰击阴
极产生二次电子发射。
气体的击穿就是二次电子发射和电子雪崩电离的共同结果。
汤森引入了α过程和γ过程描述电子雪崩电离和二次电子发射。
 根据汤森的理论气体放电直至击穿的过程分为以下的步骤：首先在气体中由于宇宙射线或者背景放射
线的存在，使得气体中总是存在一定的电离，这称为剩余电离。
当外加电场较小时，只是剩余电离产生的电子被电场驱动定向运动，形成电流，此时电流密度很低并
且在空间的分布是均匀的，电流随电压首先线性增加，然后逐渐趋于饱和。
这是一种暗放电，因为带电粒子的定向运动没有引起电离和发光过程，放电区域不发光。
随着电场的继续增加，电子逐渐获得了更高的能量从而发生电子碰撞电离使放电区的电子数量进一步
提高，导致电流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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