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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熊晓军、周平和主编的《大学物理实验》共分六章，系统阐述了测量误差和不确定度的知识、实验数
据处理的基本方法、常用仪器设备的原理和使用方法、30个基础物理实验、20个综合与设计性实验和
常用的物理数据。

《大学物理实验》是一本具有新型体系和适用性较为广泛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
各专业和高等师范院校非物理专业物理实验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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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消除系统误差影响的一般方法（1）标准量替换法。
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先对被测量进行测量，再用同等量的标准量替换，被测量的数值就等于这个标准
量。
例如，在天平左盘中放人被测量物，右盘放人中介物（如干净细沙），调平后，拿去被测物，加进标
准砝码与右盘中介物质达到平衡，被测物的质量就等于这些标准砝码的质量，这样就可以消除天平不
等臂引入的系统误差。
（2）交换法。
例如，在白组惠斯通电桥测量电阻的实验中，将被测电阻与标准电阻交换位置再测量，把两次测量值
相乘后开方后即可消除比例臂电阻不准引入的系统误差。
（3）异号法。
在两次测量过程中使系统误差改变符号，取其平均值即可消除系统误差。
例如，在灵敏电流计实验中，使用换向开关，改变电路中电流流向，使光斑左偏一次、右偏一次，取
平均值即可消除线圈扭力矩使线圈左右偏转不等带来的系统误差。
（二）偶然误差在对同一被测量进行多次测量中，各次测得的误差的大小和符号不可预测，它们以随
机的方式变化并具有抵偿性的误差，称为偶然误差。
偶然误差的特征是其随机性。
偶然误差在大量增加测量次数的情况下，其总体服从一定的统计规律分布——高斯分布，也叫正态分
布。
偶然误差不能用修正测量结果的方法加以消除，只能用多次测量取平均的方法来减小它的影响。
产生偶然误差的原因很复杂，因素很多，如前面提到的环境误差和主观误差均属于偶然误差。
（三）过失误差过失误差是指由于实验者的粗心大意或操作不当造成的一种人为差错。
如读错数字、看错刻度、记错数字、操作有误等，这种差错对实验结果带来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
此必须避免。
它不属于测量误差。
四、测量结果的定性评价反映测量结果与真值接近程度称为精度。
一般用测量精度的高低对测量结果进行定性评价，它与测量误差相对应。
精度可分为：（1）正确度：表示测量值或实验所得结果与真值的符合程度，它表示系统误差对测量
值的影响。
正确度高表示系统误差小，测量值接近真值的程度高。
正确度反映系统误差大小的程度。
（2）精密度：指重复测量所得各测量值的离散程度，它反映了偶然误差大小的程度。
精密度高表示偶然误差小，测量重复性好。
（3）准确度：描述各测得值重复性及测得结果与真值的接近程度，它反映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综合
的大小程度。
测量准确度高，表示所测结果既精密又正确，即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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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实验》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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