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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化学实验中的所有测量，无论是直接测量还是间接测量，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求得与物质性质有关的
某一物理量的真值，如溶液的浓度、与反应热有关的温度等。
但是，严格来讲，任何物理量的真值都是无法测定的。
正如科尔索夫（Kolthoff）所言：“从理论上讲，物理量的正确值是不可能得到的。
”可见人们所能测得的只是某一物理量的近似值。
在测量中，尽管不断改进测量方法，采用先进的设备，提高测量技术，使测得的数值逐渐接近于真值
，但是这种改进与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此限度，谁也无能为力。
换句话说，任何测量都不可能绝对准确，误差是必然存在的，即误差难免，真值难得。
既然如此，当人们要测量物质的某一性质，或对物质的某一性质做系列测量的时候，一方面，必须对
所测对象进行分析研究，选择适当的测量方法，估计所测结果的可靠程度（即误差分析），并对所测
数据给予合理解释；另一方面，还必须将所得数据加以整理归纳，用一定的方式表示各数值之间的相
互关系，从而在一组观测值中确定一个最佳值（数据处理），用此值代表所要测量的某一物理量，最
后进行正确报道。
前者需要具有误差分析方面的基本知识，如高斯误差定律、最小二乘法原理、误差传递定律以及各种
平均值的计算方法与误差的表示法等。
后者则需要具备处理数据的基本技术，如数据的列表法、分度法、作图法、内插法和外推法、微分法
、积分法以及经验公式的求法等。
对于刚从事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或缺乏这方面基础知识的研究生而言，在实验工作中获得大量数据后
，常感到无法正确处理这些数据。
作者根据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积数十年实验研究及数据处理方面的经验，编成此书，希望对研究生和
广大的实验研究工作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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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实验误差的性质和数据处理的规律编写而成，去掉了繁而难的数学推演，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实用性强。
    本书包括误差理论、数据处理、附录、习题及其答案和研究生读书应用报告五部分，其主要内容包
含实验误差的分类及其表示方法，实验误差原理，实验数据的期望值、方差及其估计，实验测量中误
差的传递，实验数据的平均值及其误差，实验数据的统计检验，实验结果的正确报道，实验数据的表
示法，实验数据处理中的插值法和量热实验数据的处理，书后附有配套的习题和答案，以及研究生读
书应用报告实例。
    本书可供化学、化工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及教学工作者使用，亦可作为其他实验研究、数理统计及
相关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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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L1≈L2时，被测物的质量可近似为x=（m+m'）／2，即以互换位置后两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作为被测物的质量，这样就消除了天平不等臂引起的系统误差。
2．代换消除法代换消除法即在其他测量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已知值代换被测量值以达到消除系统
误差的目的。
例如，用电位计测量待测电动势或电阻，为了排除测试系统的系统误差，可用已知标准电池或标准电
阻代换被测电势或电阻。
如果测试结果与已知值一致，那么说明已排除了系统误差。
3．导号法导号法即在测量中改变某些条件（如测量方向），使两次测量结果中的误差符号相反，取
其平均值以消除系统误差。
例如，在精密的电学测量中，接触开关或大或小都具有接触热电势，会产生系统误差。
如果在第一次测量后改变电位计及待测电路的电流方向，然后再做测量，则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为实验结果，这样就消除了接触热电势产生的系统误差。
1．2．2可变系统误差的消除方法可变系统误差种类较多，在此只讨论具有线性关系的可变系统误差的
消除方法。
例如，系统误差的变化与时间有线性关系，如图1-1所示。
对于线性系统误差，可用对称测量法消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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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验误差原理与数据处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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