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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实验作为高等院校的公共基础课，是大学生系统学习科学实验基础知识、实验方法和思想的
入门课程，对学生科学素质、动手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高校基础教学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我院物理实验中心的教师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精雕细琢，不断钻研，30年磨一“剑”，形
成了本教材。
本教材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实验项目的编排上，打破了传统的力、热、电、光等学科分类
设置实验项目顺序的编排形式，而按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编排实验内容。
该编排更能适合分阶段、多层次的开放式教学需要。
本教材将教学分为四个阶段：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工、综合性实验Ⅱ、设计性实验Ⅰ（设计性实
验Ⅱ为应用物理专业和有较强实验能力、有创新实验兴趣的学生设计。
）基础性实验：通过基础性实验完成从中学实验阶段到大学实验阶段的过渡，同时使学生熟悉大学物
理实验的规则和要求，为后续实验奠定基础。
建议用8～12学时。
综合性实验Ⅰ：实验要求具体、明确，讲解充分，实验内容比较简单，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
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
建议用16～20学时。
综合性实验Ⅱ：实验内容、技巧、要求难度大于综合性实验工，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实验能力。
建议用20左右学时。
设计性实验Ⅰ：给出实验要求、实验仪器、实验参考资料，由学生自主设计完成。
该部分主要用于操作实验考试，考查学生的实验能力。
（2）提供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提出实验思想，引导学生自主完成实验设计，并按照设计性实
验组织形式完成实验。
另外，学生可根据自己专业需要、爱好等自主选择，以便学生进行自主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训练。
（3）本书配有网络版的仪器介绍和部分电子教案，结合石家庄铁道学院物理实验中心网站，形成一
个开放式、立体化的教材体系。
更详尽的辅助材料可登陆http：／／phylab.sjzri.edu.cn石家庄铁道学院物理实验中心网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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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根据《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石家庄铁道学院
近年来开放实验教学改革成果，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四篇。
第一篇为实验理论，介绍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理论、物理实验中的基本方法和技术；第二篇为实验操
作，按照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安排有3个基础性实验，完成从中学实验阶段到大学实验阶段的过渡
，有综合性Ⅰ实验10项、综合性Ⅱ实验12项，涵盖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及近代物理实验；第
三篇内容包括14个设计性实验，其中设计性实验I部分可用于学期末实验操作考试；第四篇为实验学习
资料，内容包括物理实验常用仪器仪表及使用、基本常数表等。
书中每个实验除介绍与其相关的实验目的、实验仪器、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及数据处理方法、注意事
项外，还配有预习题和课后作业题，为教学工作和学习提供方便。
　　《大学物理实验》可用于普通高校理、工科专业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也可供工程技术、实验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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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仪器调整（1）水平调整。
调整实验仪底部的旋钮，通过水准仪将实验平台调平，使平衡电场方向与重力方向平行，以免引起实
验误差。
极板平面是否水平决定了油滴在下落或提升过程中是否发生前后、左右的漂移。
（2）喷雾器调节。
喷雾器利用的是虹吸原理。
使用时请注意：用滴管从油瓶里吸取油，由灌油处滴入喷雾器里，所灌的油不可高于喷雾器里面的出
气管，否则会造成出气管阻塞无法喷雾。
油的液面高2～5 mm已足够，喷雾时将喷雾器竖起，再挤压气囊。
（3）CCD成像系统调整。
将仪器连接好后，打开显示器和油滴仪电源开关，从喷雾口喷入油滴，此时监视器上应该出现大量油
滴。
若没有看到油滴的像或油滴像不清晰，应检查喷雾器是否有油喷出或落油孔是否阻塞，调整成像旋钮
使其前后移动直至在监视器上看到清晰的油滴像。
2.测量练习练习是顺利做好本实验的重要一环，包括练习控制油滴运动，练习测量油滴运动时间和练
习选择合适的油滴。
（1）选择油滴。
选择一颗合适的油滴十分重要。
大而亮的油滴虽然比较容易捕捉，但必然质量大，所带电荷也多，造成匀速下降或提升时间很短，增
大了测量误差，给数据处理带来困难。
太小的油滴则受布朗运动的影响明显，测量时起伏涨落较大，也不易测量。
通常选择平衡电压为150～350 V，匀速下落1.5 mm的时间在8～20 s的油滴较适宜。
选择方法：将仪器置于工作、提升状态，电压调节至400 V以上。
喷入油滴后，注意观察几颗缓慢运动、较为清晰明亮、体积适中的油滴。
（2）平衡电压的确定。
判断油滴是否平衡要有足够的耐性。
当将油滴移至某条刻度线上时，仔细调节平衡电压，这样反复操作几次，经一段时间观察油滴确实不
再移动才认为是平衡了。
（3）控制油滴的运动。
将选择好的油滴控制在下落起始的某一格线上，将工作状态按键切换至0 V状态，此时该按键的绿色指
示灯亮，上下极板同时接地，电场力为零，油滴将在重力、浮力及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做下落运动，同
时计时器开始记录油滴下落时间；待油滴下落至预定格线时，将按键切换至工作状态（平衡、提升按
键处于平衡状态），此时油滴将停止下落，计时器关闭，可以通过确认键将此次测量数据记录到屏幕
上。
将工作状态按键切换至工作状态，该按键的红色指示灯亮，此时仪器根据平衡、提升按键的不同分两
种情况：若置于平衡状态，则可以通过平衡电压调节旋钮调整平衡电压；若置于提升状态，则极板电
压将在原平衡电压的基础上再增加200～300 V的电压，用来向上提升油滴。
（4）测量下落时间。
测准油滴上升或下降某段距离所需的时间，一是要统一油滴到达刻度线什么位置才认为油滴已踏线；
二是眼睛要平视刻度线，不要有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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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是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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