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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物理实验课是高等理工科院校一门独立的必修基础课程，是理工科大学生入学后接受系统实
验训练的开端。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实验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能等方面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训练，不断提
高实验技能和创新能力。
　　本书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分四个层次，由浅入深地编排实验内容。
每个实验项目的开头都介绍了一些背景知识，这些内容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有关概念或方法，激发学生
对物理实验的兴趣和热情。
　　本书共分5章。
第1章为大学物理实验基础理论，包括绪论和数据处理等内容；第2章为预备性实验，共9个实验项目，
目的是弥补中学物理实验训练不足的缺陷，为后续实验打下良好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第3章
为基础性实验，共19个实验项目，通过这些实验，使学生在实验观察、分析和对物理量的测量中学习
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了解科学实验的一般方法与特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独立动手能力
；第4章为综合性实验，共6个实验项目，目的是巩固学生基础性实验阶段的学习成果，开阔学生的眼
界和思路，提高学生对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第5章是设计性实验，安排4个项目供学
生选择，一般由指导教师给出实验项目和要求，实验室提供实验条件，由学生自己拟定实验方案，并
独立完成实验，以发挥学生最大的学习潜能。
附录部分有3项内容，附录1为“用Ms Excel绘制实验曲线”，用实例介绍了用Ms Excel的图表功能绘制
实验曲线的方法；附录2为“大学物理实验报告式样”，以帮助并规范学生撰写实验报告；附录3为“
大学物理实验练习题”，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所学过的大学物理实验基础理论、方法等内容。
　　本书凝聚了沈阳工业大学基础教学部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全体教师多年教学的智慧和成果。
参加本次教材编写的教师有：鲁刚、谷玉亭、李欣、杨松、李玉洁、杨艳、王智勇、陆大伟、刘扬、
孙旸、樊柏村、李纪树、王莉、杨全成、李云飞、姜翠等。
本书借鉴了相关文献，并参阅了兄弟院校的部分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因编写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诚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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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四个层次编排了38项实验，涵盖力、热、光、电磁、量子等内容，可供不同专业学生选择,既有
培养学生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基础性项目，又有开阔学生眼界和思路，提高学生对实验方
法和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以发挥学生最大潜能的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
每个实验开头都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便于学生理解有关概念或方法，有助于提高他们对物理实验的兴
趣和热情。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各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用书，也可供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科学生使用，还可作
为实验教学和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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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温度是表征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物体冷热程度依赖于人们的直觉，具有主观性。
通过直觉判断温度有时会导致错误的结果，严格的温度定义是建立在热平衡定律基础上的。
　　热平衡定律（亦称热力学第零定律）指出：处于同一热平衡状态的所有热力学系统都具有相同的
宏观性质，这个宏观性质称为温度。
温度是决定一个热力学系统是否与其他热力学系统处于热平衡的宏观性质，其特征是一切互为热平衡
的热力学系统都具有相同的温度。
　　从微观上看，温度反映了组成宏观物体的大量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是大量分子热运动平
均能量的量度。
温度愈高，分子平均能量愈大。
　　热平衡定律不仅给出了温度的概念，而且指明了比较温度的方法：处于热平衡的一切物体都具有
相同的温度。
比较各个物体的温度时，只需将一个物体选作标准，分别与其他物体接触，经过一段时间，两者达到
热平衡，标准物体的温度就是待测物体的温度，这个标准物体就是温度计。
温度计的热容量必须足够小，使得它在与待测物体接触而进行热交换的过程中，待测物体原状态几乎
不变。
　　为了测量温度，需要规定温度的数值表示法——温标，它是温度的标尺，也是温度的单位制，为
量度温度高低而对温度零点和分度方法所作的一种规定。
　　历史上曾采用了经验温标，包括华氏温标、摄氏温标、热力学温标等，对应于各种温标可以得到
温度的不同表示，如华氏温度、摄氏温度等。
由热力学温标定义的热力学温度具有严格的科学意义。
　　华氏温标，符号为F，单位是华氏度，单位符号为°F，华氏温标至今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使用。
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冰的熔点为32°F，水的沸点为212°F，中间分为180等分，每等分为1°F。
　　摄氏温标，符号为t，单位是摄氏度，单位符号为℃。
摄氏温标为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温标。
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冰点为0度，沸点为100度，中间分为100等分，每等分代表1℃，比如29摄
氏度记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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