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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物理实验的方法与思想是理工科及各个学科实验的典型代表。
它在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知识的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综合创新能力以及适
应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人才素质的需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依照《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基本要求》，总结近年来我校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以及实验
室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本书以实验方法与测量为主线，重点突出实验方法的系统性与实验内容的协调性，把基本实验、
提高性实验分别归人几大物理量的测量内容中，强调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全书共分7章，第1章为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的评估；第2章为有效数字与数据处理；第3章为力学、热
学和物性参数的测定；第4章为电磁量的测量；第5章为光学参数测量与光测技术；第6章为传感器基础
实验；第7章为综合提高性实验。
　　此次参加编写教材的都是在实验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在实验教学方面有深刻理解并积累了丰富
实验经验的教师，本书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的编写修改分工如下：李勇华编写第1-3章、第7章；陈宗广编写第5章；郭鹏、张磊、杜三山编写
第4章；杜三山编写第6章；赵文杰审阅了全文；杜三山校对第1-3章、第7章；郭鹏、张磊校对第4章；
田俊红、陈娟娟两位老师在本书编写中协作完成部分图和数据表格的制作并负责校对了第5章、第6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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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照《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基本要求》，总结近年来兰州交通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以及
实验室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7章，第1章为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的评估；第2章为有效数字与数据处理；第3章为力学、热
学和物性参数的测定；第4章为电磁量的测量；第5章为光学参数测量与光测技术；第6章为传感器基础
实验；第7章为综合提高性实验。
本书以实验方法与测量为主线，重点突出实验方法的系统性与实验内容的协调性，把基本实验、提高
性实验分别归入几大物理量的测量内容中，强调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各专业的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其他专业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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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最小二乘法　练习题第3章　力学、热学和物性参数的测定　3.1　弹性模量的测定    3.1.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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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的评估　　物理实验是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物理现象，其最终目的是
探索自然规律，物理实验研究的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物理现象的再现，是为测量准备条
件；第二部分是再现物理现象基础上的测量；第三部分是数据处理，测量是物理实验的中心环节，物
理实验课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测量，物理实验离不开物理量的测量，由于测量仪器的不准确，测量原理
或方法不完善，环境条件不稳定，测量人员不熟练等原因，任何测量结果都可能具有误差，即测量中
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误差理论及不确定度表述体系是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数学基础，以计量测试工作为实践基础的
一个理论性、方法性的体系，这一体系的方法要用于所有科学技术和工程的测量、检验和控制领域，
并涉及质量控制、工业管理、商品检测、环境监控、医卫检验、标准规范和国际合作交流贸易等许多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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