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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实验》是根据教育部颁发的《高等理工科学校物理实
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作者多年物理实验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具有“内容新、体系新”
的特点。
全书除编写了必要的大学物理实验外.还根据物理学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编写了一些最重要、最基本
的近代物理实验的内容，大多数实验都含有“必做内容”和“选做内容”。
　　《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实验》充分反映了近几年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成
果及其发展趋势，注重实验内容的新颖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结合，在精选基本实验的基础上，叉充
实了大量的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智能化、数字化实验题目。
另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材施教，既保证了对教学要求的贯彻，又保
证了个性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主学习的空间。
　　《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实验》可作为理工科物理类和非物理类各专业大学物
理实验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其他专业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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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第一节 测量与误差第二节 测量结果的评定和不确定度第三节 有效数
字及其运算法则第四节 数据处理第二章 力学实验概述实验一 长度测量实验二 固体和液体的密度测定
实验三 重力加速度的测定(单摆法)实验四 在气垫导轨上测量速度和加速度实验五 牛顿第二定律的验证
实验六 谐振动的研究(用弹簧振子)实验七 转动惯量和切变模量的测量实验八 扭摆法测定刚体转动惯量
实验九 杨氏弹性模量的测量实验十 弦线振动的研究实验十一 声速的测定实验十二 复摆实验十三 多普
勒效应综合实验第三章 热学实验实验一 金属比热的测定实验二 金属线胀系数的测定实验三 混合法测
量液体比汽化热实验四 热功当量的测定(电热法)实验五 气体三定律及气态方程的验证实验六 空气比热
容比测定实验七 用混合法测量冰的溶解热实验八 不良导体导热系数的测定实验九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
的测定实验十 使用下落小球的方法测量液体的黏滞系数实验十一 半导体热敏电阻特性的研究实验十
二 集成电路电阻温度特性测量及应用第四章 电磁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基础知识实验一 伏安法测电阻实
验二 电表的改装和校准实验三 学习使用万用电表实验四 静电场的模拟测绘实验五 惠斯通电桥实验六 
用电位差计测量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实验七 温差电偶的定标和测量实验八 电子束线实验实验九 霍尔
效应及其应用实验十 螺线管轴向磁感应强度分布测量实验十一 磁化曲线与磁滞回线的研究实验十二 
尺LC电路的暂态过程第五章 光学实验光学实验基础知识实验一 薄透镜焦距的测定实验二 用光学仪器
测量放大率和微小长度实验三 分光仪的调整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实验四 透明介质折射率的测定实验
五 用牛顿环测量平凸透镜曲率半径实验六 用透射光栅测光波波长及角色散率实验七 用菲涅耳双棱镜
测波长实验八 测定单缝衍射的光强分布实验九 偏振光的研究实验十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调整及使用实
验十一 单色仪的定标实验十二 用小型棱镜摄谱仪测定光波波长第六章 近代和综合性物理实验实验一 
真空的获得与测量实验二 真空镀膜⋯⋯第七章 设计性实验附录A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附录B 
常用物理数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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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根据误差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可分为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1.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多次测量的结果总是向一个方向偏离，其数值一定或按一定规
律变化。
系统误差的特征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系统误差的来源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仪器误差。
它是由于仪器本身的缺陷或没有按规定条件使用仪器而造成的误差。
2）理论误差。
它是由于测量所依据的理论公式本身的近似性，或实验条件不能达到理论公式所规定的要求，或测量
方法等所带来的误差。
3）观测误差。
它是由于观测者本人生理或心理特点造成的误差。
例如，用“落球法”测量重力加速度，由于空气阻力的影响，多次测量的结果总是偏小，这是测量方
法不完善造成的误差；用停表测量运动物体通过某一段路程所需要的时间，若停表走时太快，即使测
量多次，测量的时间t总是偏大为一个固定的数值，这是仪器不准确造成的误差；在测量过程中，若环
境温度升高或降低，使测量值按一定规律变化，这是由于环境因素变化引起的误差。
在任何一项实验工作和具体测量中，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消除或减小一切可能存在的系
统误差，或者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发现系统误差需要改变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反复进行对比，系统误差的消除或减小是比较复杂的一
个问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个击破。
产生系统误差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一般应找出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针对性地消除或减小系统误差。
以下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1）检定修正法：指将仪器、量具送计量部门检验取得修正值，以便对某一物理量测量后进行修正的
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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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是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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