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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理实验是理工农医类大学低年级学生接受科学实验能力系统训练的必要环节。
物理实验课程的设立早已脱离验证理论结果的教育轨道，而成为创新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学生在实验室里比在课堂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更有个性地进行探索式、主动性的学习。
可以使学生通过课前的思考和预见、课堂的实验和讨论、课后的总结和撰写报告等，受到严格、系统
的实验技能训练，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知识、方法和技巧，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提高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思维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
事实上，在编者先前的教学过程中，许多同学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编者精心选编本教材，将经典的物理实验以及编者在医用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创意奉献给后来的学习者
，希望同学们取得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
    本教材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在每一个实验开篇
提出预习要求，并设计预习问题供学生和老师检验预习的效果。
同时，在内容的关键之处，或用下划线加以强调，或用对话框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或用框图理出线索
，尽可能降低学生在预习时的难度。
    2.突出个性化学习的新型教育理念本教材在一些实验中设计了选做内容，在书后给出了一些参考文
献，以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3.构建分层次递进的新型教学模式本教材将实验内容编写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设计
性实验”。
基础性实验是以培养学生严谨而科学的实验技能为主要目标；综合性实验难度有所增加，要求有所提
高，通常提出了拓展应用要求，在老师的引导下，用已使用过的主要实验仪器或实验方法检测某个新
的物理量或研究新的物理规律；教材中的设计性实验只写出参考性题目与必要的提示，要求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独立设计并完成实验。
通过从低到高的学习要求，逐步体验从基础到前沿的学习内容，实现从接受知识型到培养综合能力型
的递进式发展教学目标。
    4.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  本教材选编少量优秀学生设计性实验论文摘要，增加了教材的亲和力，
榜样示范效应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加学生做创新设计性实验的动力和信心，有效地激发学生
的“比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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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物理实验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物理实验课程的基本环节  第三节　物理实验常用
的实验方法  第四节　测量与误差理论第一篇　基础性实验  实验1　基本测量  实验2　用恒力矩法测转
动惯量  实验3　杨氏模量的测量  实验4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量  实验5　液体黏滞系数的测量  实
验6　万用电表的使用  实验7　半导体点温度计  实验8　光电效应  附：仿真部分　用光电效应法测普
朗克常数  实验9　用补偿法测电动势第二篇　综合性实验  实验10　应变式电阻传感器灵敏度的研究及
应用  实验11　利用霍尔效应测量磁场  实验12　声速测量方法比较  实验13　眼镜的光学原理研究  实
验14　分光计的调节及应用  实验15　激光全息照相术  实验16　显微摄影技术  实验17　盖革计数器的
坪特性研究  实验18　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实验19　利用光学多道分析器测定氢原子光谱  实验20 
X射线成像原理及应用  实验21  B超的应用  实验22　磁共振现象的观察和共振频率测量（仿真实验）第
三篇　设计性实验  实验23　物理因子对液体力学性质的调控研究  实验24　物理因子对血液流变学特
性的调控研究  实验25　光学仪器的组装与参数测量设计  实验26　多用电表的设计  实验27　人体电特
性研究  实验28　传感器应用研究  实验29　声阻抗测量技术的研究参考文献附录  附录1  重庆市首届《
医学物理创新设计竞赛》获奖论文摘要  附录2　常用物理参数和常数  附录3　常用照相冲洗液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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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医学生而言，物理实验不是专业课，与实用技术相比，更强调实验方法、思维方法的培养。
要达到这一培养目标，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审视每一个实验，并在实验的过程中逐渐掌握这些方法
，为在今后专业课的学习和其他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这些方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本教程中，用到的基本实验方法包括比较法、转换法、缩放法、补偿法、模拟法、仿真法等。
限于篇幅只作概要介绍。
　　一、比较法　　通过将待测未知量与已知标准量进行比较，从而达到测量目的的方法称为比较法
。
比较法又可分为直接比较法和间接比较法。
　　如果把待测的未知量和能给出相同的物理量的标准量的测量仪表直接进行比较就是直接比较法。
直接比较法的基础是重合。
比如利用米尺计测量长度、利用电子表测量时间间隔等。
但是，大部分未知的测量对象难以进行直接测量，只可以利用一些直接的测量结果的组合以及它们之
间确定的函数关系而通过转换间接获得所需的结果，这就是间接比较法。
间接比较法的基础是转换。
比如，用水银温度计测量温度，表面上是温度计给出直接读数，但其实是间接通过水银柱的长度随着
温度变化而呈线性变化的函数关系给出的结果。
其中的关键是把水银柱长度转换成了对应的温度刻度。
这种间接测量仪表的转换常称作标定。
又如放射性活度的测量只能通过测量计数等再由间接计算得出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间接比较法的基础是变换，而变换的方法可能有多种，因而间接比较法常常蕴含
着有关研究方法的设计思路。
深入了解其中的思路和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二、转换法　　转换法是利用变换原理通过各种确定的量效关系，借助于效应的测量来间接测量
造成效应原因的物理量。
对于同一个物理量，可能会产生种种不同的物理效应，因此就对应着诸多可能的转换途径和思路。
转换法的关键是转换的合理和有效。
这一点正是物理学实验创造性活力的根源所在，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所在。
物理的转换法大致可分为参量变换法和能量转换法两种基本类型。
　　参量转换法的基本思路是：把一个难于测得或难于精确测得的物理量，通过参量变换而变更成一
组更容易测得或者精确测得的测量对象，而该测量对象和欲测量的物理量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换算关系
。
比如，用弹簧秤测质量本质上是转换成测重力来实现的。
　　能量转换法的基本思路是：把测量过程中的具体对象的信息载体的形式进行转换，使其成为更易
于记录、分析、储存的形式；一般是把力、热、声、光、磁等非电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我们把具有能量形式转换功能的元器件称为换能器或传感器。
也就是说，使用了传感器的实验其实就采用了能量转换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用物理学实验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