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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以《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8年版）》为指导，结合物理实验室建设以
及实验教学实际，在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部使用多年的校内教材基础上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在介绍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目的和任务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对于实验各个环节的要求以及实
验报告的撰写，这些是做好物理实验的基础。
第2章是在最新版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l059-1999）、《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JJF1094-2002）以及《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GB3101-1993）等计量文献规定的一般原
则的基础上，考虑到物理实验的教学实际，力求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而又不失严谨规范地阐述测量误
差及不确定度的有关内容，这些是实验数据处理及实验方案设计的基础。
第3章一艘f生地介绍了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方法、测量方法及基本实验操作技术。
第4章介绍了长度、质量、时间及温度等几个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及常用基本仪器的使用，同时也介绍
了电流、电压及电阻等几个电学量的测量方法以及相关的测量仪器，这些内容以及第5章前两节的电
学与光学实验的基本知识是学生实验的基础，原则上要求学生在实验前仔细阅读有关的内容。
第5章安排的主要是力学、电学及光学部分的十二个基础性实验，这些实验通常是必做的。
综合性与近代物理实验置于第6章，这些实验涉及物理学多个方面的内容，并注意结合当今科技发展
实际。
第7章属于设计性与研究性实验，可根据实验教学的具体情况予以适当选取。
实验教材的编写是与实验室的建设密切相关的。
随着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教材也必会吐故纳新，努力体现实验室建设的成果。
不同高校实验室的历史渊源以及学科侧重点均有所不同，因此实验项目、实验内容以及一些实验的具
体要求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这些都会在教材上有所反映。
本教材的编写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也参考与借鉴了兄弟院校的教材，在此谨表谢意。
李克强、李社强、胡冰、马续波等老师直接参与了此版教材中的一些实验项目的编写。
陈雷老师以及其他很多老师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具体意见，对于他们的贡献，表示
诚挚的感谢。
实验室的发展、教材的不断更新与完善，离不开过去工作在实验室的所有教师的工作传承，在此对他
们表示敬意。
同时感谢数理系及学校相关部门对于此次教材的出版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考虑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因此教材中在所难免地会存在着一些问题
。
恳请老师和同学们在使用中不吝指正，以期有一版更好的教材奉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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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本书是以《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8年版)》为指导，结合物理实验室建设以及
实验教学实际，在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部使用多年的校内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为7章，主要内容为绪论、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评定、物理实验方法和技术、基本物理量的
测量及常用仪器的使用、基本实验、综合性实验与近代物理实验、设计性与研究性实验。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专业和理科非物理专业的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科研及工程
技术、实验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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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个人误差。
它是由于测量者的生理或心理特点所引起的误差。
如一些同学读取电学仪表的示值时，总是习惯于眼睛偏左或偏右，结果使得测量值偏大或偏小。
（4）环境误差。
它是由于实验环境如温度、气压、湿度、光照等因素与实验规定要求不一致而引起的误差。
其引起误差的机理在不同的实验中可能表现不同，比如它可作用于实验理论，使实验理论表现为近似
性；也可作用于实验仪器，使仪器的性能和精度产生变化；还可作用于实验者，使实验者受到生理或
心理性的影响。
系统误差是测量误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现系统误差的存在，弄清产生的原因，进而科学设计实验方案，合理选择数据处理方法以消除或减
小系统误差是实验者始终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2.随机误差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物理量时，即使消除了系统误差，测量值也总是有稍许差异而
且变化不定，这类绝对值和符号不断变化的误差就称为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测量过程中存在一些随机的、未能控制的可变因素或不确定因素。
一方面，人的感官灵敏度及仪器精密度总是受到一定限制，因而使一些仪表的平衡点不能精密确定（
如检流计）、目标物对得不清（如读数显微镜）等导致测量值的估读位产生变化；另一方面，环境因
素的随机性干扰，比如待测样品受周围气流影响所产生的温度、湿度、气压等的微小起伏致使其物理
性能表现出不确定性的变化；还有就是对于大批量样品的测量，被测量本身也会表现为随机性的分布
。
随机误差的影响一般是微小的，并且是混杂出现的，因此难以确定某个因素产生的具体影响。
对待随机误差不能像对待系统误差那样，找出原因而加以消除，只能根据它出现的特点，采用统计方
法估算其大小。
随机误差出现的特点是单个具有随机性，而总体上服从统计规律。
当随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时，它有以下四个特性：（1）有界性。
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误差的绝对值不超过一定的限度。
（2）单峰性。
绝对值小的误差比绝对值大的误差出现的机会大。
（3）对称性。
绝对值相等的正负误差出现的机会相等。
（4）抵偿性。
当测量次数趋于无穷大时，随机误差的算术平均值趋于零。
依据随机误差出现的统计特性，在实验测量中，可以通过增加测量次数来减小随机误差。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当测量次数趋于无穷大时，各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的随机误差将趋于零，因
此可取算术平均值作为直接测量的最佳值。
具体实验中，测量次数总是有限的，因而必须依据统计理论，科学评定一个测量值因为随机误差表现
出的不可靠程度。
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误差，但它们又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它们有自己的内涵和界限，但当条件改变时，彼此又可能相互转化。
例如考虑环境温度对测量值的影响时，由于短时间内温度保持恒定或极缓慢变化，其作用产生的误差
可视为是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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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实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