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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是为各工科专业和部分理科专业学生独立设置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系统
接受实验能力培养的开端，是进行科学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重要基础。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物理实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内容共分为5篇：第1篇不确定度与数据处理基础，第2篇力学及热学实验，第3篇电磁学实验，第4
篇光学实验，第5篇近代物理和综合实验。
全书实验项目总计55个。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工科院校、综合大学及师范类院校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用书
，也可供相关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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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篇　不确定度与数据处理基础　1.1　测量与误差的基本概念　1.2　随机误差的估算　1.3　测
量的不确定度　1.4　有效数字及测量结果的表示　1.5　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习题第2篇　力学及热学
实验　2.1　力学及热学实验基础知识    2.1.1　长度测量器具    2.1.2　时间测量仪器    2.1.3　质量测量仪
器    2.1.4　温度测量仪器　2.2　实验2-1　长度的测量　2.3　实验2-2　物体密度的测定　2.4　实验2-3
　气轨上滑块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测定　2.5　实验2-4　气轨上动量守恒定律的研究　2.6　实验2-5　气
轨上简谐振动的研究　2.7　实验2-6　固体线膨胀系数的测定及温度的PID调=f　2.8　实验2-7　动力学
法测定材料的杨氏弹性模量　2.9　实验2-8　扭摆法测定物体转动惯量　2.10　实验2-9　落球法测定液
体在不同温度下的黏度　2.11  实验2-10　拉伸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弹性模量第3篇　电磁学实验　3.1  
电磁学实验基础知识    3.1.1　实验室常用设备    3.1.2　电学实验操作规则　3.2　实验3-1　伏安法测电
阻　3.3　实验3-2　电表的改装和校正  3.4　实验3-3　线性电阻和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  3.5　实
验3-4　三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3.6　实验3-5　RC串联电路的暂态过程  3.7　实验3-6　直流电桥法测量
阻  3.8　实验3-7　双臂电桥法测量阻  3.9　实验3-8　非平衡电桥的原理和应用  3.10　实验3-9　电位差
计的使用  3.11　实验3-10　模拟法测绘静电场  3.12　实验3-11　用霍尔元件测量磁场  3.13　实验3-12　
示波器的使用第4篇　光学实验  4.1　光学实验基础知识  4.2　实验4-1  薄透镜焦距的测定  4.3　实验4-2
　分光计的调整  4.4　实验4-3　玻璃三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4.5　实验4-4　折射极限法测定液体的折射
率  4.6　实验4-5　光栅特性及光的波长的测定  4.7　实验4-6　牛顿环法测量平凸透镜的曲率半径  4.8　
实验4-7　劈尖干涉  4.9　实验4-8　光的偏振现象  4.10　实验4-9　照相技术  4.11　实验4-10　暗室技术
基础  4.12　实验4-11　翻拍技术  4.13　实验4-12　菲涅耳双棱镜干涉现象  4.14　实验4-13　用超声光栅
测声速第5篇　近代物理和综合实验  5.1　实验5-1　迈克尔逊干涉仪  5.2　实验5-2　小型棱镜摄谱仪 
5.3  实验5-3　光电效应法测定普朗克常量  5.4　实验5-4　稳态平板法测定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5.5　实
验5-5　声速的测量  5.6　实验5-6　全息照相技术基础  5.7　实验5-7　密立根油滴法测定电子电荷  5.8
　实验5-8　温度传感器  5.9　实验5-9　光纤传感实验仪  5.10　实验5-10　LED光源J—P特性曲线测试 
5.11  实验5-11  光纤纤端光场径（轴）向分布的测试  5.12　实验5-12　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  5.13　实
验5-13　微弯式光纤压力（位移）传感器  5.14　实验5-14　多普勒效应综合实验　⋯⋯附录后记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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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不确定度与数据处理基础　　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现象，必须进行大量的观测，获得大
量的数据，然后将所得数据进行处理，找出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还必须对所测结果进行
分析，估算结果的可靠程度，并对所测数据给予合理的解释。
为此，必须掌握有关的误差理论、不确定度与实验数据处理的基本知识。
　　1.1　测量与误差的基本概念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进行物理实验时主要是进行各种测量，
不仅要定性地观察物理变化的过程，而且还要定量地测定物理量的大小。
　　1.测量　　测量是把被测量和体现计量单位的标准量作比较的过程。
通过比较，确定出被测量是计量单位的若干倍，该倍数值和单位一起表示被测量的测量值（数据）。
因此，记录数据时测量值的大小和单位缺一不可。
　　测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类。
　　1）直接测量　　用量具或仪表直接读出测量结果的，称为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常用的方法有直读法和比较法两种。
直读法是使用具有相应分度的量具或仪表直接读取被测量的测量值（如用米尺测量长度、用电流表测
量电流等），比较法是把被测对象直接与体现计量单位的标准器进行比较（如用电桥测电阻、电位差
计测电动势、用标准信号源和示波器测频率等）。
　　2）间接测量　　由直接测量结果经过公式计算才能得出结果的，称为间接测量。
对大多数被测物理量来说，没有直接读数用的量具或仪表，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进行测量，即根据被测
物理量与若干可直接测量的物理量的关系，先测出这些可直接测量的物理量的测量值，再通过相关的
物理公式进行计算而得出。
例如，要测量圆柱体的体积，可先直接测出圆柱体的直径和高的测量值，然后通过相关的公式进行计
算后就可得出。
其中，圆柱体的直径和高是可直接测量的量。
　　此外，根据测量条件的不同，测量又可分为等精度测量和不等精度测量。
　　等精度测量是指在测量过程中，影响测量的诸多因素相同的测量，即在测量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
行的一系列测量。
例如，由同一个人在同一地点、用同一台仪器和同样的测量方法对同一被测物理量进行的连续多次测
量。
不等精度测量是指在测量条件部分相同或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系列测量。
等精度测量的数据处理比较简单，常为大多数实验采用，本书只讨论等精度测量方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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