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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依据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独立学院的学生特点，在
使用了多年大学物理实验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与传统的工科物理实验教材相比，该教材增添了一些新的实验內容，力求反映当前主流的实验理论、
技术和方法。
例如，教材选入了表面等离子共振实验、太阳能电池基本特性的研究、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研究等。
在仪器的选用上，尽可能地使用散件式、组装式，如热学设计性实验、组装直流单双臂电桥等。
在许多传统的实验中，也使用了新的实验仪器、新的实验技术，并利用了计算机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
。
本书实验操作步骤叙述详细，每个实验均有数据处理表格，学生对照教材和仪器，基本上能独立完成
实验，特别适合独立学院学生作为教材使用。
参加本书编写的是中国计量学院担任大学物理实验课的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
全书由罗宏雷、朱象云老师主编，并负责组织和统编工作；金骥老师也做了大量的编写工作，因此本
书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感谢各位老师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感谢历年来使用《大学物理实验》的师生提
出的宝贵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兄弟院校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和讲义，在此一并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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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中国计量学院使用了多年的大学物理实验讲义基础上，精选了力、热、电、光近代综合实验和
设计性实验等共29个，新增并加大了组装式实验仪器的使用，如学生组装直流单双臂电桥；设计性实
验教学，如热学设计性实验；现代传感技术在物理量测量中的应用，如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研究。
《大学物理实验》测量数据表格详细，特别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理工专业物理实验教科书和参考书，也
可作为相关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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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简述光电效应的实验原理，画出实验原理图。
（2）说明光电子与光子的区别在哪里。
（3）简述高压汞灯、滤色片在实验中的用途。
（4）光电管为什么要装在暗盒中？
为什么在非测量时要用遮光罩罩住光电管窗口？
（5）入射光的强度对光电流的大小有无影响？
（6）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与入射光频率有什么样的关系？
与我们实验中测得的截止电压有何联系？
（7）实际测量中截止电压是如何确定的？
（思考题）（1）实验中电流为零的点所对应的电压是否为要测的截止电压？
为什么？
（2）反向电流的来源是什么？
（3）暗电流的来源是什么？
（4）从截止电压u与入射光频率。
的关系曲线，能否确定阴极材料的逸出功？
说明理由。
实验十六表面等离子的共振实验1902年，Wood在光学实验中发现了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现象。
1982年，Lieberg和Nylander首次将SPR原理应用于传感器研究，1990年，首台商用SPR传感器面世。
十几年来，基于SPR原理的传感器及其应用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由于检测过程具有实时、方便、快捷，无须标记、可保持分子的生物活性等特点，SPR传感器首先在
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
随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SPR传感器的应用已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
近几年，利用其在分子间相互作用研究上的特殊优势，已逐渐渗透到化学、化工、材料、食品、环境
等研究领域，在免疫检测、环境监测、材料的表面及界面、电化学聚合等研究方面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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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21世纪高等院校创新课程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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