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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本身以及它与各个自然学科、工程技术部门的相互作
用对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对当代与未来的高新科技的进步和相关产业的建议都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作为人类追求真理，探索未知世界的工具，物理学是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
自然的基本认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在科学素质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它反映了理工科及各个学科科学实验的共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它在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
综合能力，适应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人才的需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物理实验课是高等理工科院校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必修通识课程，是大学生进入大学
后接受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
物理实验课覆盖广泛的学科领域，具有多样化的实验方法和手段，以及综合性很强的基本实验技术训
练，它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学生科学素质
的重要基础。
本实验教材是遵照全国工科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基本要求及上级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
实验室建设和课程教学标准，结合学校学科专业特点和实验室仪器设备情况，针对工科学校大学低年
级学员的认知特点和知识水平，在总结长期实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本实验教材按照测量与误差理论、基础实验知识、基础物理实验、综合设计实验等四章编写。
在强调基础物理实验夯实基础的同时，突出综合设计研究实验提高能力，尽量做到基础性和综合设计
性兼顾。
全书共安排33项实验，实验教学时可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验课学时、专业要求等，选择其中的有关内容
进行。
每项实验由实验目的、实验仪器、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及数据处理表格、注意事项、思考题和重点仪
器介绍等部分组成，尽量做到系统完整，以方便学员课前预习。
本书由孙越胜主编，黄涛副主编，孙越胜、黄涛、冯素平，王瑜、白秀军参加编写。
物理实验中心的其他教员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和修改意见。
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有关高校老师的大力支持，同时，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出了许
多中肯的意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杨华教授和余大斌教授担任主审。
两位专家不仅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而且对很多具体内容都提出了极好的修改意见，为本书特色的
形成和质量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缺点与不足，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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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2004年制定的《非物理类
理工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上级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实验室建设和课程教学标准，借
鉴21世纪物理实验教学研究与改革成果，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
全书包括绪论、误差与实验数据处理、基础实验知识、基础物理实验、综合设计实验共4章，33个实验
。
全书编写力求体现时代性和先进性，注重个性发展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综合实验能力，适应
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本书各章节内容既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循序渐进、相互配合。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各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用书或参考
书，也可作为中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培训教材和实验工作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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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物理学与实验的关系第二节 物理实验教学第三节 实验室规则第一章 测量、误差与实验数
据处理第一节 测量与误差第二节 测量不确定度和结果表达第三节 不确定度的计算第四节 有效数字及
其运算第五节 实验数据的处理思考与练习第二章 基础实验知识第一节 基本测量方法第二节 基本实验
仪器第三节 基本调整技术第四节 基本操作规程第三章 基础物理实验实验3.1 长度、密度测量实验3.2 单
摆的实验研究实验3.3 制流与分压电路特性研究实验3.4 万用表的使用实验3.5 示波器的使用实验3.6 薄
透镜焦距的测量实验3.7 气垫导轨上物体运动的研究实验3.8 杨氏模量的测量实验3.9 金属膨胀系数的测
定实验3.10 落球法测定液体的粘滞系数实验3.11 用模拟法测绘静电场实验3.12 用电桥测电阻实验3.13 霍
尔效应测量磁感应强度实验3.14 PN结特性测量实验3.15 分光计的调节与使用第四章 综合设计实验实
验4.1 碰撞与能量守恒研究实验4.2 声速测定实验4.3 光电效应法测定普朗克常数实验4.4 密立根油滴实
验实验4.5 光的干涉——牛顿环与劈尖实验4.6 线性与非线性电学元件测定实验4.7 补偿原理与电位差计
的应用实验4.8 非平衡电桥的设计与应用实验4.9 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整和使用实验4.10 光栅衍射与全
息光栅制作实验4.11 热敏电阻温度特性研究与数字温度计设计实验4.12 黑盒实验实验4.13 偏振光旋光
的实验研究实验4.14 光电传感器综合实验实验4.15 夫兰克一赫兹实验实验4.16 微波光学综合实验实
验4.17 多普勒效应综合实验实验4.18 电表改装与校准附录 国际单位制和某些常用物理数据附表一 单位
制和单位附表二 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附表三 基本和重要的物理常数表附表四 常用
的物理实验参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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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实验3.11 用模拟法测绘静电场自然现象千差万别。
有的稍纵即逝，有的延续若干世纪，有的百年不遇，有的不时出现在你眼前。
对这些现象的实地测量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中又往往必须研究它们。
于是，人们在实验室中，模仿实际情况，使现象重现、延缓或加速，并进行测量。
这种实验方法叫模拟法。
例如，利用风洞来研究飞行器在大气中飞行时的动力学特性，就是一种模拟法。
还有一种模拟，如果某个物理量的直接测量有困难，人们就转向另一个物理量，而这两个物理量具有
相同的空间（或时间）分布。
这样，从比较容易测量的物理量间接得到难于直接测量的物理量的时空分布。
本实验就是用电流场来模拟静电场的。
[实验目的]（1）学习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的方法。
（2）测绘几种静电场的等位线。
[实验原理]静电场的电场强度和电势是描述静电场的两个基本量，这两个量的直接测量是很困难的。
首先，难于保持场源电荷电量的持久不变，这是因为电荷总要通过大气或支持物不断地泄漏。
其次，在测量时将探针引入静电场的同时，在探针上会感应电荷，这些电荷产生的静电场叠加在原电
场，使电场发生显著畸变，测量亦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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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各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
学用书或参考书,也可作为中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培训教材和实验工作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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