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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物理化学实验课的传统教材，自1981年以来，该教材已再版三次。
与第3版相比，第4版在内容方面做了较大改动和补充。
在实验内容方面，增加了振荡反应、循环伏安法和NH4cl-NH4N03-H20二盐水相图等实验；针对物理
化学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我们将恒温槽调节与温度控制作为一个独立实验安排在本书中。
同时，基于化学学院实验安排的整体考虑，将氢原子光谱的测定和微机接口与控制实验从本书中删除
。
另外，对部分实验的内容，如丙酮碘化等实验的体系、思考题和参考资料也进行了修改、补充和精选
。
在仪器和方法部分，根据当前科技发展的水平，对部分内容也进行了修改和更新。
全书的修订工作由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物理化学实验教学组完成。
参加本版修改工作的同志有杨华铨，李支敏，王保怀，杨德胜，李经建，吴忠云和齐利民。
限于我们的水平，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和修订工作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叶宪曾教授认真细致地审校了全部清样，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责任编辑赵学范编审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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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材系列：物理化学实验(第4版)》是我校化学学院物理化学实验课的传
统教材。
物理化学实验是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本科生的一门重要必修实验基础课。
自1981年以来，已经再版三次。
1987年曾获全国优秀教材国家教委二等奖。
修订后的第4版，内容涉及物理化学的各个分支：热力学，动力学，电化学，胶体化学，结构化学和
表面化学等诸方面。
与第3版相比，在“实验部分”内容中，增加了振荡反应、循环伏安法和NH4CL-NH4NO3-H2O二盐
水相图等实验，并对部分实验(如丙酮碘化等)的体系、内容、思考题和参考资料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
更新。

　　在“仪器和方法”部分，以较大的篇幅将物理化学实验中的重要仪器和典型的实验方法介绍给读
者，并提供实验安全操作、物理化学实验文献资料的查阅方法和常用数据等内容。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材系列：物理化学实验(第4版)》除可供大专院校师生作教材外，还可
作为实验技术方面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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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2 误差和数据处理由于外界条件的影响、仪器的优劣以及感觉器官的限制，实验测得的数据只能达
到一定的准确度。
对于完成每一个实验，如能事先了解测量所能达到的准确程度，并在实验后科学地分析和处理数据的
误差，对提高实验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对于准确度的要求，在各种情况下是很不相同的。
要把测量的准确度提高一点，对仪器药品的要求往往要大大提高，付出较大的代价，故不必要的提高
会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然而，过低的准确度又会大大降低测量的价值。
因此，对于测量准确度的恰当要求是极其重要的。
另外，了解误差的种类、起因和性质，就可帮助我们抓住提高准确度的关键，集中精力突破难点。
通过对实验过程的误差分析，还可以帮助我们挑选合适条件。
可见，在测量过程中误差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如缺乏误差的观点，实验者在测量过程中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得不到合理的实验结果。
根据误差的性质和来源，测量误差一般可分为系统误差、偶然误差和过失误差。
（一）系统误差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物理量时，测量误差的大小和符号都不变；在改变测量条
件时，它又按照某一确定规律而变化的测量误差称为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不同，它不具有抵偿性，即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多次测量，系统误差无法相互抵消
。
系统误差的另一特点是产生系统误差的诸因素是可以被发现和加以克服的。
系统误差在测量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因为有时它比偶然误差要大出一个或几个数量级。
因此在任何实验中，都要求我们深入地分析产生系统误差的各种因素，并尽力加以排除，最好使它减
少到无足轻重的程度。
1. 产生系统误差的因素（1）仪器构造不完善：如温度计、移液管、压力计、电表的刻度不够准确而又
未经校正。
（2）测量方法本身的影响：如采用了近似的测量方法和近似公式。
例如，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计算被测蒸气的摩尔质量时，由于实际气体对理想气体的偏差，不用外
推法求得的摩尔质量总比实际的摩尔质量为大。
（3）环境方面的影响：在测折射率、旋光、光密度时，体系没有恒温，由于环境温度的影响，测量
数据不是偏大就是偏小。
（4）化学试剂纯度不够的影响。
（5）测量者个人操作习惯的影响：如有的人对某种颜色不敏感，滴定时终点总是偏高或偏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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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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