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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在大学物理教材中的应用现状

温海湾，吴先球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广东省高等学校量子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介绍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及其发展，调查了近年来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结果显示大部分教材并没有引用最新的

基本物理常量国际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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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测量技术的进

步，基本物理常量的测量值变得越来越精确，国

际上不断更新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在许多大学

物理教材的附表中，都会附有基本物理常量表供

学习时参考．引用最新的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是

非常有必要的．然而笔者调查了近年来出版的大

学物理教材附表中的基本物理常量，其中大部分

都未采用最新的基本物理常量值．本文介绍基本

物理常量推荐值的发展及其在大学物理教材中的

应用现状，以引起对使用最新基本物理常量推荐

值的进一步重视．

1 基本物理常量的国际推荐值及其比较

1．1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

基本物理常量是物理学领域的一些普适常量，

例如牛顿引力常量G，普朗克常量h、法拉第常量F、

电子静止质量m。和阿伏伽德罗常量J『、，．等．由于用

来求出各基本常量值的实验测量方法很多，而每一

种测量方法得出的数据都存在一定的误差，在科学

研究中取其中任何一个测量结果都有失偏颇，因此

有必要通过合理的方法把各个测量结果综合起来，

以得出一组唯一而最为准确的基本物理常量推荐

值．70多年前，R．T．贝治最先做了这项工作，并将他

对基本物理常量定的值发表在1929年《现代物理评

论》第一卷上⋯．从此以后，物理学家们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更新基本物理常量值．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统一的标准，1966年国

际科协联合会成立了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the com．

mittee Oil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C0．

DATA)，而CODATA在1969年设立了基本常量任

务组，其任务是定期提供基本常量值，其中基本物理

常量由基本物理常量组(CTOG)负责提供旧1．

在CODATA的官方网站http：／／physics．nist．

gov／constants¨1上，可以找到CODATA推荐的最新

基本物理常量值和其他各个学科的常量值．图1是

CODATA官方网站上公布的电子电荷最新推荐值、

标准不确定度、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和简记形式．简记

形式数值栏括号内的两位数表示该值的不确定度，

它的含义是括号前两位数字存疑，是不准确数字．例

如，简记形式为1．602 176 487(40)X10。9 C，相当于

(1．602 176 487±0．000 000 040)x10。19 C．

elementary charge

e

Value 1．602 176 487X10—19C

standard uncertainty 0．000 000 IM0x 10—19C

Relative standard uncertainty 2．5x 10—8

Concise form 1．602 176 487(40)x10。9C

图1 电子电荷常量CODATA2006年推荐值

1．2 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的精确度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基本物理常量的测量

值越来越精确，误差越来越小．CODATAl986年推荐

的基本物理常量值的精度比1973年的推荐值平均提

高了大约一个数量级．CODATA2006年推荐值比CO—

DATA2002年推荐值各常量的精度都有了较大提高，

不确定度大大下降”1，如表1所示．其中牛顿引力常

量的数值大小由2002年的6．674 2(10)精确至2006

年的6．674 28(67)；普朗克常量由6．626 069 3(1I)精

确至6．626 068 96(33)；精细结构常数则由

7．297 352 568(24)精确至7．297 352 537 6(50)，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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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都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可见，采用2006年的数 或推导其他的物理量要用到这些基本物理常量，则结

值与采用2002年的数值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定义 果可能相差得更远．

表1 最近两届CODATA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

牛顿引力常量 G 10“n13kg～8～ 6．674 2(10) 6．674 28(67)

真空磁导率 脚 10一N·A-2 4w(精确) 41r(精确)

2苎烹物理常量在大学物理教材中的使用嚣塞鬃舞票?15械翔酗材
现状

⋯⋯～一。一⋯。
为了了解国内大学物理教材使用基本物理常量

表2 一些大学物理教材使用基本物理常量的情况

蔷迭 2002年 1998年 1986年—＼ 弋“ (2004年8月公布) (1999年公布) (1986年公布)

教材出版年份～—～～ ＼
2008焦 0 6本 3本

2007正 0 2太0

2006拄 2本 2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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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轩植华先生等主编的《大学物理实验》

(2006年6月第二版)和戴道宣先生等主编的《近代

物理实验》(2006年7月第二版)采用了当时CO—

DATA公布的最新的基本物理常量值2002年国际

推荐值；其余13本中，有10本使用的是1998年国

际推荐值，还有3本使用了1986年国际推荐值．

3 结语

基本物理常量的更新不仅仅是一个数值的变

动，它们来源于一系列实验和理论的新进展．本文介

绍基本物理常量推荐值及其发展，比较了2006年和

2002年基本物理常量国际推荐值；调查了15本

2006--2008年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结果显示大部

分教材并没有引用最新的基本物理常量国际推荐

值，希望能引起对使用最新基本物理常量国际推荐

值的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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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constants in textbooks of

college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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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constants recommended values and their developments are introduced．

The survey is made which shows that most of the college physics textbooks published within recent years had not

used the latest fundamental physical consta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commende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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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piction of restric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solving kinetic problems are discussed through

several typ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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