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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长坤编著的《物理量测量(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
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立意新颖，突出物理量的测量，全书首先介绍了不确定度和测量误
差处理，以及部分常用仪器的使用等基础知识；其次分章节讲述了力学量测量、热学量测量、电磁学
量测量、光学量测量及近代物理中物理量的测量；最后编排了部分具有综合性与设计性的物理量测量
实验；书末附表还给出了常用物理量表，书中列出的不同层次的实验，内容比较全面，强调学生基本
测量技能的培养和科学观念、科学行为的养成教育。

    《物理量测量(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作为高等工业学校各专业本、专科及
理科类学生的物理实验教材，也可供成人教育学院、函授大学和职工大学选用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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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光学仪器的维护 光学仪器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光学系统部分和机械系统部分，由
于光学仪器一般为精密测量仪器，因而机械部分装配极为精密，光学系统部分则装有极易损坏的玻璃
部件，光学玻璃部件的表面应严加保护，避免碰坏、磨损、表面玷污及化学侵蚀，否则将影响观察及
成像质量，为此在使用光学仪器时，必须注意以下操作规则： （1）轻拿、轻放，勿使仪器受震，更
要避免跌落到地板上，光学元件使用完毕，不得随意乱放，应当物归原处。
 （2）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手触及光学表面（光线在此表面反射或折射），只能接触经过磨砂的表面
（光线不经过的表面，一般都磨成毛面），如透镜的侧面、棱镜的上下底面。
 （3）保持光学表面清洁，不能对着光学表面说话、打喷嚏、咳嗽。
 （4）光学表面有污渍时，不要自行处理，应向教师说明，在教师指导下，对没有薄膜的光学表面，
用干净的镜头纸轻擦，若表面镀有薄膜，应由教师进行处理。
 对于光学仪器中的机械部分，也要正确使用，应在了解它们的性能之后，根据操作规则进行使用，决
不允许随意拆卸仪器，乱扭旋钮和螺钉，以免损坏仪器。
 3.光学仪器的调节 光学仪器的调节大都凭眼睛观察，为了有利于实验的顺利进行，在调节时应注意以
下几点： 1）像的亮度 光经过介质时由于反射、吸收、散射，光能量受到损失而使光强减弱或使成像
模糊，如果成像太暗，不易看清时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改善： （1）增加光源亮度，改进聚光情况
，尽量消除或减少像差； （2）降低背景亮度，尽可能消除杂散光的影响，如加光阑、改善暗室遮光
情况； （3）光源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将影响光源发光的强度，因而当像的亮度有变化时亦应考虑光
源的电源电压的稳定性。
 2）视差消除 在调节光源仪器或调节各种光路过程中常须判断两个像的位置或比较像和物（如叉丝）
的位置是否重合，这时如用眼睛直接观察往往并不可靠，可利用有无视差的方法来进行判断，即眼睛
左右（或上下）移动，判断物像之间是否存在相对位移，这种相对位移称为视差，如有视差存在，则
必须反复调节直至消除视差，使两像或像与物完全重合，对于望远镜，消除视差的方法是改进物镜和
叉丝（包括目镜）之间的距离，而对于显微镜，则应改进显微镜相对于被观察物体的距离，实际上这
两种方法都是使物体通过物镜所成的像恰好与叉丝所在平面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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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物理量测量(第3版)》系统全面介绍了物理量测量相关知识，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物理量测量(第3版)》可作为高等工业学校各专业本、专科及
理科类学生的物理实验教材，也可供成人教育学院、函授大学和职工大学选用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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