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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按照国家教委原颁发的《非物理类理工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吸收了各高校物
理实验的成果和经验，结合我校物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实际情况，在我校原有《大学物理实验讲义》
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全书共有38个实验.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物理实验的特点、地位和作用；物理实验课的目的和任务；物理
实验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以及物理实验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第一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物理实验中测量
的不确定度的评定与数据处理，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从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方面
选编了一些相关的典型实验。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实验目的具体、突出，实验要求明确，实验原理叙述清楚，实验内容和
步骤详尽，方便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
本书各章的编写由高潭华（绪论、第1章、第5章），刘雪梅（第4章），郑福昌（第3章），党丽琴（
第2章）和邱昌东（第6章）等完成，全书由高潭华、卢道明组织统稿，另外，吴祯云老师、许丹老师
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有关的资料。
实验教学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无论是实验仪器的安装调试和使用维护，还是教材的编写，都是实验室
全体工作人员智慧和劳动的成果.本书编入的实验选题，汇聚了我物理实验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多年的教
学经验和体会.同时也广泛参阅了兄弟院校的有关资料，从中吸收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优秀的内容，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着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引入大学物理教学以及实验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书中难免存在不完善和不
妥当之处，真诚地希望各位同行和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学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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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些长期在基础物理实验室一线工作的教师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和教学成果的结晶。
全书共分6章：绪论、测量的不确定度与数据处理、力学实验、热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和
近代物理实验。
收入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实验共38个，每个实验都介绍了实验目的、实验原理
、实验仪器装置、实验内容，并在其后附有思考题，为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方便。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非物理专业的物理实验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实验技术人员和有关课
程教师的参考用书和其他读者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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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测量的不确定度与数据处理物理实验离不开测量，对物理现象、状态或过程的各种量的准确
测量，是实验物理的关键工作，而对事物定量地描述又离不开数学方法和进行实验数据的处理，因此
，误差分析和数据处理是物理实验课的基础，本章将从测量及误差的定义开始，逐步介绍有关误差和
实验数据处理的方法和基本知识，误差理论及数据处理是一切实验结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不可分
割的两部分，误差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误差理论基本的概念和处
理方法也有了很大发展，误差理论是以数理统计和概率论为其数学基础，研究误差性质、规律及如何
消除误差，实验中的误差分析，其目的是对实验结果做出评定，最大限度地减小实验误差，或指出减
小实验误差的方向，提高测量质量，提高测量结果的可信程度，由于这部分内容尚未形成很严密的公
理化体系，并且较为复杂，本章仅限于介绍误差分析的初步知识，着重点放在几个重要概念及最简单
情况下的误差处理方法，不进行严密的数学论证，通过本章的学习和今后各个实验中的运用，要求达
到以下几点：（1）建立误差与不确定度的概念，正确估算不确定度，懂得如何正确、完整地表示实
验测量结果。
（2）掌握有效数字的概念及运算规则，了解有效数字与不确定度的关系。
（3）了解系统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学习发现某些系统误差、减小系统误差及削弱其影响的方法
。
（4）掌握列表法、作图法、逐差法和线性拟合回归法等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
（5）学习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实验数据。
1.1测量与误差1.1.1 测量及其分类测量是用实验方法获得量的量值的过程，量值一般是由一个数乘以计
量单位所表示的特定量的大小，可测量的量是“现象、物体或物质的可以定性区别和定量确定的属性
”，在大学物理实验中，对物理量的测量，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借助于仪器，通过实验的方法，把
测量和作为计量单位的标准相比较的过程，例如，物体的质量可通过与规定用kg作为标准单位的标准
砝码进行比较而得出测量结果；物体运动速度的测定则必须通过与两个不同的物理量，即长度和时间
的标准单位进行比较而获得，比较的结果记录下来就叫做实验数据，测量得到的实验数据应包含测量
值的大小和单位，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国际上规定了七个物理量的单位为基本单位，七个基本量分别是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
度、物质的量和发光强度，其他物理量的单位则是由以上基本单位按一定的计算关系式导出的，因此
，除基本单位之外的其余单位均称为导出单位，如以上提到的速度以及经常遇到的力、电压、电阻等
物理量的单位都是导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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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面向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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