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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和总参军队院校大学物理实
验教学的基本要求而编写的，是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多年物理实验教学的结晶。
本书注重强化实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和物理实验思想的训练，注重培养和提高科学实验素质，重点
突出能力培养和创新意识的训练。
    全书分为绪论、测量误差和实验数据处理、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基础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和附
录六部分，共安排31个实验。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学校各专业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有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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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科学实验是科学理论的源泉，是工程技术的基础，是研究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
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手段。
新的规律要靠实验来发现，科学理论要由实验来检验，工程技术和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要用实验方
法来解决。
因此，为适应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迅速发展的需要，工科大学生不仅要具备比较深广的理论知识，而
且要具有较强的从事科学实验的能力。
　　1.1 大学物理实验的地位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物理规律的发现和物理理论的建立，都是以严格的物理实验为基础，并受到实验的检验。
例如，赫兹的电磁波实验使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获得普遍承认；杨氏的干涉实验使光的波动理论确
立；卢瑟福的a粒子散射实验揭示了原子核的秘密；近代的高能粒子实验使人们深入到物质的更深层
次——原子核和基本粒子内部探索其规律性。
据调查统计，90％以上的物理学工作者是在实验物理学各个领域工作的。
丁肇中教授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用汉语发表演说时说：“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
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是从实验产生的。
”“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爱因斯坦曾说过：狭义相对论“并不是起源于思辨；它们创立完全由于想要使物理理论尽可能适应
于观察到的事实。
”“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的必然的，或先验的正确的。
唯一决定一个概念‘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和单一无歧义的联系。
”　　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成果的情况看，因实验物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而获奖的占2/3以上。
例如，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因发现X射线而获奖，1902年荷兰物理学家塞
曼因发现光谱线在磁场分裂现象而获奖，1903年法国的贝克勒尔和居里夫妇因发现天然放射性而获奖
等。
这些实验方面的发现已被公认为是物理学发展中的最伟大的成就，可见物理实验在物理学发展中的地
位是多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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