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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教育部颁布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8年版)，结合学院物理
实验课程建设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全教材分4章，共40个实验项目，分别为物理实验数据处
理、基础性实验、提高性实验和综合设计性实验。
本教材内容详实，贴近教学实际，清楚叙述实验原理和方法，兼顾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先进性，同时
知识传授和能力、素质、创新精神培养并重，既保证贯彻教学基本要求，又为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
空间。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院校、高职高专理工科各专业的普通物。
理实验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实验技术人员或其他相关课程教师的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物理实验教程>>

书籍目录

第1章物理实验数据处理
1.1测量及其误差分析
1.2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1.3实验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
1.4用Origin软件处理实验数据简介
第2章基础性实验
实验2.1长度的测量
实验2.2密度的测量
实验2.3速度与加速度的测量
实验2.4简谐振动的研究
实验2.5扭摆法测刚体的转动惯量
实验2.6拉伸法测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实验2.7液体比热容的测定
实验2.8电子元件的伏安特性
实验2.9直流电桥测电阻
实验2.10模拟法描绘静电场
实验2.11示波器的使用
实验2.12亥姆霍兹线圈测磁场
实验2.13用霍尔元件测磁场
实验2.14薄透镜焦距的测量
实验2.15分光计的调节与使用
实验2.16用牛顿环测透镜曲率半径
实验2.17夫琅禾费单缝衍射及单缝宽度的测量
第3章提高性实验
实验3.1动量守恒定律的验证
?验3.2弦振动特性的实验研究
实验3.3声速的测量
实验3.4不良导体导热系数的测量
实验3.5温差电效应与热电偶的定标
实验3.6分压与制流电路的实验研究
实验3.7RC串联电路暂态过程的实验研究
实验3.8动态磁滞回线的测量
实验3.9迈克耳孙干涉仪测波长
实验3.10光的偏振
实验3.11光栅衍射实验
第4章综合设计性实验
实验4.1重力加速度测量研究
实验4.2气垫导轨实验中系统误差的分析与补正
实验4.3RLC串联谐振特性的研究
实验4.4热敏电阻的温度特性研究
实验4.5方波的傅里叶分解与合成
实验4.6自组望远镜
实验4.7电表改装与校准
实验4.8自组交流电桥测电容与电感
实验4.9单缝与单丝衍射光强分布测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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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4.10光纤传输系统的使用
实验4.11电子天平的设计与制作
实验4.12全息照相
参考文献
附录国际单位制(SI)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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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实验方法的不完善或这种方法所依据的理论本身具有近似性。
例如，在空气中称重量而没有考虑空气浮力的影响，测长度时没有考虑温度对测量工作的影响，量热
时没有考虑热量的散失，测电压时未考虑电压表内阻对电路的影响等。
（3）环境的影响或没有按规定的条件使用仪器。
例如，标准电池是以20℃时的电动势数值作为标准值的，若在30℃条件下使用时，不加以修正，就引
入了系统误差。
（4）由于实验者生理或心理特点、缺乏经验等而引入的误差，如有的人习惯于侧坐斜视读数，有的
人眼睛辨色能力较差等，都会使测量值偏大或偏小。
系统误差的消除、减小或修正，可以在实验前、实验中、实验后进行。
例如，实验前对测量仪器进行校准，使方法完善，对人员进行专门的训练等；在实验中采取一定方法
对系统误差加以补偿；实验后在结果处理中进行修正等。
但是，要找出产生系统误差的原因，寻求其规律绝非轻而易举，这是因为：①实验条件一经确定，系
统误差就获得了一个客观上的恒定值，在此条件下进行多次测量并不能发现该系统误差；②在一个具
体的测量过程中，系统误差往往会和随机误差同时存在，这给分析是否存在系统误差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
能否识别和消除系统误差与实验者的经验和实际知识有着密切关系。
对于实验初学者来说，应该从一开始就逐步地积累这方面的感性知识，在实验时要分析采用这种实验
方法（或理论）、使用这套仪器、运用这种操作技术会不会给测量结果引入系统误差。
2.随机误差随机误差的特点是随机性，服从统计规律。
即当我们在竭力消除或减小一切明显的系统误差之后，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量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
，每次测量的误差时大时小，时正时负，既不可预测又无法控制。
随机误差是由于测量过程中一些随机的或不确定的因素引起的。
如人的感官灵敏度和仪器的稳定性有限；实验环境中的温度、湿度、电源电压等的起伏而引起变化；
不规则的脉动和微小振动，以及杂散电磁场等都会影响精密测量。
随机误差的出现是无规则的，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同样条件下，对同一物理量进行大量多次测量，可以发现随机误差服从统计规律，其中最典
型的一种是正态分布规律（又称为高斯分布）。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对实验结果做出随机误差的误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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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物理实验教程》是21世纪物理学规划课改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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