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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高等理工科院校对学生进行系列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必修公共课程，也是学生接
受系统实验方法与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覆盖面广，具有丰富的实验思想、方法和手段，是培养学生科学实验能力，提高科
学素质的摇篮。
它在激发学生创新意识以及适应科技发展的综合应用能力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抓好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建设对于培养国家所需的科技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来说，本课程必须担负起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任务。
这就要求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与时俱进，对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深入的改革
。
在重新审视以往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上海电机学院大学物理实验室非常重视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体
系改革，同时以学校的实验室建设投资作为硬件环境支撑，对原有实验项目内容进行整合，并对相应
实验仪器进行了更新。
本教材正是在总结近几年的工作基础上写成的。
和几年前的教材相比较，本教材纳入了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实验项目，比如计算机虚拟实验、数字示
波器的使用等；本教材打破了近代物理实验与大学物理实验的界限，把一批近代物理实验融人大学物
理实验中，如密立根油滴实验、光电效应、夫兰克一赫兹实验等；本教材还增加了一些与生产实践和
科研有密切联系的实验，如温度传感器特性研究、CCD器件的特性及应用、霍尔传感器特性及应用等
。
本教材共分7章，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物理实验课程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告诉学生本课程应注意的
教学环节及介绍测量不确定度以及主要的数据处理方法，该内容为课程的重点和难点，要求学生必须
掌握；第2章为基础性实验，第3-5章分别为力热学、电磁学、光学实验，根据专业的不同选择不同的
实验项目，学生应完成该部分实验项目的60％-70％；第6章为近代物理以及综合设计性实验，目的是
巩固学生在基本实验阶段的学习成果，开阔眼界及思路，提高学生对实验方法和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
；第7章为计算机虚拟实验。
在本教材中，每个实验均对学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并且留有思考题，以提高学生对该实验的认识。
全书由杨党强、吴纲、金亚平编写，具体分工如下：杨党强编写了绪论，第1章，第2章中的实验1、实
验4，第3章中的实验5、实验8、实验10，第4章中的实验12至实验16，第6章中的实验24、实验28、实
验29、实验32，第7章中的实验33-实验35，第3章和第4章的仪器介绍及附录；吴纲编写了第2章中的实
验2、实验3，第3章中的实验7、实验9，第4章中的实验11，第5章中的光学实验概述、实验仪介绍及实
验17至实验21，第6章中的实验25、实验27、实验30；金亚平编写了第3章中的实验6；第5章中的实验22
、实验23；第6章中的实验26、实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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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不确定度的基础知识和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并涉及力学、热学、声学、电磁学、光学、
近代物理、虚拟仪器等多方面的实验内容，其中包括综合、设计性实验；在实验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
，注重突出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测量技术，反映了若干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和科技发
展的最新成就与技术。
工科各专业的本科生可根据自身专业的特点和需求，选择适合的实验内容，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增选
设计和专题实验。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非物理类专业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的学生和社会读者阅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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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本实验是如何满足无限广延条件的？
（2）观察小球通过红色激光束时，应如何避免误差？
（3）小球下落时液体应是静止的，在实验过程中要保持静止状态，应采取什么措施？
（4）除管子不铅直，小球不在管子中心下落和液体中有气泡等外，还有哪些因素会给实验造成误差
？
如何克服这些因素来减小误差？
（5）根据相对不确定度公式，由各测量数据分析造成结果不确定度的主要原因，为了尽量减小不确
定度，实验时应采取哪些措施改进？
（6）如何判断小球已进入匀速运动状态？
如何用实验方法测定？
转动喷量是刚体在转动中惯性大小的量度。
它取决于刚体的总质量、质量分布和转轴的位置。
它是研究、设计、控制转动物体运动规律的重要参数。
对于形状简单而又规则的刚体，可以通过数学方法算出它绕特定轴的转动惯量。
但是，对于形状较复杂的刚体。
用数学方法计算它的转动惯量非常困难，故大都用实验方法测定。
测定转动陨量的方法较多，本实验介绍用三线扭摆测定转动惯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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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像处理大学物理实验》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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