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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投针实验居然能够计算圆周率，这是怎么办到的呢？一起来看看吧。

布丰实验

布丰何许人？百度一下即可。

重点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通过将一定长度的针投到画有一组等距离平行线的平面上，观察针是否与某一条直

线相交，研究针与某一条直线相交的概率。发现这个概率与圆周率有关。

概率是多大？

不难想象，这线段与某一直线相交的概率与线段的长度以及平行线间的距离有关。线段越长，相交的可能性越

大。当然，线段的长度是相对于平行线间的距离而言的。平行线间的距离越小，相交的可能性越大。我们通常

约定平行线间的距离(a)大于线段的长度(l)。这时，这个概率为：

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如果线段长度为距离的一半，则这个概率为圆周率的倒数。

如何知道概率是这个

要严格的求这个概率，需要求一个有点特别的图形的面积(涉及正弦函数的图象)，需要用到一点点积分。我们这
里不谈。我们来设计一个简单一些的理解方式。要简单的理解，我们就需要直观的承认一些东西(用来取代严格
的证明)。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来关心一下，将一根线扔到一组等距离的平行线上，这根线与平行线中的直线

的交点个数。如下图中就有两个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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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让我们不仅仅关心线段，我们来关心任意形状的线，比如折线。下面一条线段和一条折线的长度是一样

的，容易理解，就一次实验而言，线段更容易与某条直线相交，折线不容易相交，但折线有时一相交，就有几

个交点。

然后让我们设想：我们将一条线段在平行线上扔很多次，再将这条线段折一下，又扔同样多的次数。可以想

象，前者相交的次数应该多一些，但若考虑交点总数，因为后者可能一次相交就有两个交点，可能两者的交点

总数是差不多的。于是让我们承认：考虑交点总数，只与线的长度有关，与线的形状无关。(你不想承认这个？
那我没办法了)

进一步，在相同次数的实验中，交点总数的比，大体就是线的长度的比。换句话说，就是交点总数与线段长度

成正比，即，在相同次数的实验中：

如果我们能求出这个比值就好了！让我们考虑一个特别的形状：直径为平行线间距离的圆！

从上图可以看出，每次扔一个圆上去，必有两个交点。于是，假设扔Ｍ次，交点总数就有２Ｍ个。现在注意到

上面的比例式子，交点总数１为２Ｍ，线的长度1为ＰD(Ｐ为圆周率,D为平行线间距离)，然后再考虑将一条线
段也往上扔Ｍ次，线的长度为Ｌ，约定Ｌ小于Ｄ。交点总数２不知道，记为Ｎ。(有一件事请你想象一下：这种
情况下，线段一次最多与直线有一个交点，于是交点的个数其实就是相关的次数)。这样，上面那个比例式就成
了：



变形一下，就是：

别忘了，对线段而言，M是扔的次数，N是相交的次数。就是这个结果了！如果２Ｌ＝Ｄ，即线段长度取平行线
间距离的一半，那么线段与某条直线相交的概率就是圆周率的倒数。

模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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