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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世纪的后几年，无线电通信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科学家们认识到，
要想进一步延长通信距离，必须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改进接收机的心脏部件，即
金属屑检波器。
18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可尼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个青年无线电爱好者，这个青年无线电爱好者就
是后来被举世公认的电子三极管发明家，美国人福雷斯特。
福雷斯特（1873—1961）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在一个黑人学校当校长，当时美国的种族歧
视还很严重，他们既看不起黑人，也看不起与黑人接触的白人，因此福雷斯特一家经常遭到周围人的
白眼，福雷斯特的童年是在狭窄的田地里度过的。
邂逅马可尼这一年他刚刚大学毕业。
认识马可尼以后，年轻的福雷斯特节衣缩食，投身到无线电的研究之中。
他购买了一些简陋的器材做检测电波的实验。
为了维持生计，白天打工，晚上实验。
在这条小路上探索了一年，他的各种实验都失败了，但他一点都不灰心，继续做着他的实验。
1900年一个寒冬的夜晚，房顶上挂着煤气灯。
他的实验装置很粗糙：一个从旧货摊上买来的电键，两个自制的电瓶，再加上一个自制的线圈，就是
他的发射机。
当他按动电键的时候，线圈接通电源，发出火花，就辐射出电磁波信号。
在靠他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同电流计相连的金属屑检波器，被他当成接收机。
检波器中的金属屑他已经换过很多种，效果都不好。
 福雷斯特一边按电键，一边观察检波器的反应，他突然感到头顶上的煤气灯跟着他按键的节奏在闪烁
。
他进一步发现：按动电键，线圈发出火花，煤气灯火焰变暗；松开电键，火焰立刻变亮。
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凭着发明家的灵感，福雷斯特发明了一种“火焰检波器”，并且于1903年在舰
船无线电通信实验中获得了成功。
“火焰检波器”虽然没能推广，但却给他带来了启示：既然炽热的火焰受电磁波的影响，灯泡中炽热
的灯丝是否也受电磁波的影响，于是他想到用“灯泡”来检测电磁波。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朋友带来了意外的消息：英国的弗莱明（1849—1945）博士发明了真空二极管，
圆满地解决了无线电通信中的检波问题。
弗莱明比福雷斯特大24岁，很熟悉当时的无线电发展情况。
他早就对爱迪生l883年发现的“爱迪生效应”产生了兴趣，一直想发掘它的实用价值，终于发明了电
子二极管。
福雷斯特急不可待地找来刊登发明真空二极管的杂志，激动得双手颤抖，兴奋和沮丧一起涌上心头，
他很羡慕弗莱明的发明，也为自己功亏一篑感到万分遗憾。
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以后，福雷斯特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发现，弗莱明的真空二极管虽然能够取代金
属屑检波器，但是它不能使电磁波放大，因此对灵敏度的提高是有限的。
于是福雷斯特在弗莱明真空二极管中装入了第三个电极。
这是一片不大的锡箔，它的位置在灯丝和屏极之间。
正是这个不显眼的小电极，改变了无线电世界。
福雷斯特惊奇地发现：在第三极上施加一个不大的电信号，可以改变屏极电流的大小，而且改变的规
律同第三极上信号一致。
他马上意识到第三极对屏极电流具有控制作用。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因为只要屏极电流的变化比控制极信号大，就相当于控制极信号被放大了，这正
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
福雷斯特预感到这一发现的惊人价值，为了进一步提高控制灵敏度，他用编成网状的金属丝代替锡箔
，世界上第一个真空三极管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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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斯特把第三极命名为“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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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开放实验跨学科综合教材:新编大学基础实验》定位为面向开放实验和跨学科综合的实验教材。
综观全书，理论与实践结合，目标和要求明确，内容与方式适应，方法和手段配套，在探索“讲座+
实验”这一开放教学模式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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