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针的原理

• 指南针也叫罗盘针，是我国古代发明的利
用磁石指极性制成的指南仪器。因此，必
须从磁石说起。

• 地球是个大磁铁，其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
附近，地磁北极在地理南极附近。

• 指南针在地球的磁场中受磁场力的作用，
所以会一端指南一端指北。 



                              指南针的历史
     古人利用磁石的特性来制成指南工
具。最早出现的指南针叫司南,战国时已
普遍使用。它是利用天然磁石琢磨而成,

样子像一只勺,重心位于底部正中,底盘
光滑,四周刻二十四向,使用时把长勺放
在底盘上,用手轻拨,使它转动,停下后长
柄就指向南方。



    东汉王充记载了它的形状和用法。《鬼

谷子·谋篇》里还谈到郑国人到远处去采玉
,就带了司南,以免迷失方向。
    但是,用天然磁石琢磨而成的司南,成品

较低,磁性较弱。
    到了宋代,人们发明了人工磁化方法,制

造了指南鱼和指南针,而指南针更为简便,更
具实用价值。它是以天然磁石摩擦钢针制成
,在地磁作用下保持指南性能;以后把它装置
在方位盘上,就称为罗盘。这是指南针发展
史上的一大飞跃。



司南
• 战国时期，人们利用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
制成了指南工具——司南。但是，战国时
期的司南是什么样子无法考证。现在的模
型是后人根据史书记载以及地下出土的汉
代地盘实物制成。

• 地盘是青铜做成的，内圆外方，中心圆面
磨得非常光滑，以保证勺体指示方向的准
确性。中心圆外围依次布列八卦、天干、
地支和二十八宿，共计二十四个方位。

• 地盘中心的小勺是用整块的天然磁铁磨成
的，磁铁的N极磨成司南的长柄，勺头底部
是半球面，非常光滑。 



司南的使用方法

• 使用时先把地盘放平，再把司南放在地盘
中间，用手拨动勺柄，使它转动，等到司
南停下来，勺柄所指方向就是南方。

• 这种勺形司南直到八世纪时仍在使用。



指南鱼
• 到了宋代，人们掌握了制造人工磁体的技术，又
制造了指南鱼。

• 指南鱼是把薄钢片剪成鱼形，长二寸，宽五分，
鱼的肚皮部分凹下去，使鱼像船一样能浮在水面
上。再把鱼和天然磁铁放在一起，由于磁铁的吸
力，钢片受磁感应也具有磁性。

• 这种人工传磁方法制成的指南鱼比使用司南方便
多了，只要有一碗水，把指南鱼放在水面上就能
辨别方向了。

• 经过长期的改进，人们又把钢针在天然磁铁上磨
擦，钢针也有了磁性。这种经过人工传磁的钢针
可以说是正式的指南针了。 



★指南针或指北针的名称视其指针尖端之朝向而定。
   指针的尖端（红色那端）朝向北方，称为指北针；
   指针的尖端（红色那端）朝向南方，称为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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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拿支磁铁靠近指北针，会有什么现象？

拿磁铁靠近指北针……

→指北针的指针红色的那端会和磁铁的S极吸在一起。   

→指北针的指针另一端（不是红色的一端）会和磁铁
的N极吸在一起。 

→这种情形和两支磁铁互相靠近时的情形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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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指北针的指针是“磁铁”制成的吗？

指北针的指针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

→指针会受到吸引和排斥，所以应该是小磁铁制成
的；指针不可能是铁制的，因为铁只会被磁铁吸引，
不会被排斥。 

磁铁同极靠近时，会互相排斥；磁铁若是不同
极靠近时，会互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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