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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候说没有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只有在科学中用到的方法。然而，人们似乎也常常

清楚地看到在建立有效的科学原理时涉及到一个特殊过程。这个过程有下面几个阶段：1. 发现一

个问题，收集与此问题有关的尽可能多的信息；2. 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即一个假设）和推断出这

个解决方案产生的结果；3. 用实验来验证这些推断，实验结果最终决定假设是否成立、是否需要

修改，或者完全放弃。 

 我们可以把大气压的发现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上面这个过程。两千多年前，人类发现了一

种用真空泵把水从一个平面上升到另一个平面的方法。可是到十五、十六世纪当人们把这个机器

推广应用时，发现不论这个真空泵造得有多完美，都不能垂直把水提升到 35 英尺以上。这是为什

么？伽利略和其他一些人都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是没有能解决问题。 

 后来托里切利研究了这个问题。通过类比近期发现的水压现象（静水压力）他假设有一个

很厚的“大气海洋“环绕地球；他想，就是这个大气海洋的压力施压在水的表面，从而使其在泵的

真空管里上升。于是一个假设就形成了。接下来是推断这个假设产生的结果。托里切利琢磨这个

空气压力对比水重的液体的提升不会超过 35 英尺。比如一个水银柱比水重 14 倍，那么它倍提升

的高度就可能是 14 分之一，2 大约.5 英尺。他于是就用了众所周知的实验来验证他的推论，结果

发现水银柱跟他预测的高度相吻合。实验从而证明了假设。 

            帕斯卡做了进一步的推论。他认为如果这个“大气海洋”存在，它在底部（海平面）的压力应

当比往上面位置的压力大一些，从而水银柱的高度会随着距海平面的高度的上升而等比地下降。

于是拿着一个水银管从山下上到山顶，观察到水银柱在登高过程中稳步下降。而另一个水银管放

在山下的水银柱高度保持稳定（这是另一个叫做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的例子）。这就不仅进一步

更准确地证明了托里切利的假设，而且还揭示了空气和水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这当然就激励

起更进一步科学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