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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原国家教委《高等工科院校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规定，结合当今物理实验
教学仪器的发展状况，在总结多年来的教改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包括绪论、力学热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近代及设计性实验和附录等内容。
书中给出了50个实验，其中有物理实验基础知识训练实验、基础物理实验、近代物理实验、综合性实
验、应用性及扩展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等，教师可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选排和选做其
中部分实验。
全书在实验内容上，适量选用了光纤技术、真空技术、传感器技术及光电转换技术等现代应用技术，
这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验兴趣，又有利于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本书由蔡永明、王新生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李贞俊、张共宁、袁丕方、黄成平、黄礼胜、崔小斌、
崔运国、璜蜣。
蔡永明负责本书编写的组织工作，制订编写大纲并对各实验提出编写要求。
王新生和蔡永明一起负责全书的修改和统稿工作。
肖婉如和沈临江两位教授审阅了初稿的全部内容，并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借此机会，对他们深致
谢意。
同时，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了国内外诸家教材，在此向教材作者深表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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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编者长期使用的自编“大学物理实验讲义”基础上，参考原国家教委的《高等工科院校大学
物理实验教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多年来参加全国及区域性工科物理实验教学会议所取得的经验，
针对一般工科院校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而编写的，适用的实验教学学时数在50学时左右。
    本书分为绪论、力学热学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及近代及设计性实验，共收录一般工科院校
所开设的实验共计50个，较好地满足了教学要求。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工科院校、综合大学及师范类院校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用书，也可
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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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物体来说，感光片上同一小区域也以不同的物光倾角记录了来自整个物体
各点的信息。
这就是通过全息照片的任一碎片仍能看到整个记录的全部图像的原因。
将经过上述曝光过程的感光片冲洗加工后（亮条纹呈黑，暗条纹呈白）形成一张复杂的干涉条纹图片
，称全息图。
（2）全息图衍射再现由上所知，全息图记录的不是被摄物体的直观形象，而是一幅复杂的干涉条纹
故在观察时必须采用一种特殊的再现手段，即用一束激光（称再现光）以特定方向照射全息图。
对再现光来说，全息图相当于一块透射率不均匀的障碍物，再现光通过时就要产生衍射。
或者是，全息图是许多组干涉条纹的集合，每一组干涉条纹好比一幅复杂的光栅，光通过所产生的衍
射和光栅衍射类似。
当用一束再现光R’射入全息图时，由于各点的透射率不同，即，原来是亮条纹处感光片变黑、透射
率低；原来暗条纹处，感光片透明，则透射率高。
全息图的透射是与原来拍摄过程中曝光时的光强有关，在一般情况下，全息图的透射率与入射光强不
是线性关系。
因此，在拍摄全息图时，应选择在感光片透射率t随感光量呈线性变化的部分工作，这时，再现光通过
全息图后，所产生的衍射光束中，高级衍射就会消失，或非常微弱，而只能观察到正、负一级衍射。
在一级衍射光波中包含原物体光波信息，因而能够观察到原物体的像。
再现光路如图41-3所示。
3．全息照相的特点（1）由于全息底片上记录了物波的全部信息，所以，再现出的物像和原物一模一
样，是十分逼真的立体像。
而且，它和普通立体照片不一样，是由于它和观察实物完全一样，具有视觉效应。
例如：当从某一方向观察时，一物被另一物遮住，我们只需换一角度方向观察，就可绕过原来的障碍
物看到原来被遮住的物体。
（2）由于全息底片上每一点都接受到从物体上每一点发出的光波，所以，底片上任一点都包含物体
上所有点的光信息。
如果全息底片破碎，其中任一小块碎片都可以再现整个物体的像。
只是图像的分辨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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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是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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