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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章详细介绍了物理量的测量、误差和数据处理，这是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的基本知识之一。
第二章为基础性实验，主要学习基本物理量的测量、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基本实验技能和基本测量
方法、误差与不确定度及数据处理的理论与方法等，可涉及力、热、电、光、近代物理等各个领域的
内容。
此类实验为适应各专业的普及性实验。
第三章为综合性实验，综合性实验是指在同一个实验中涉及到力学、热学、电磁?、光学、近代物理等
多个知识领域，综合应用多种方法和技术的实验。
此类实验的目的是巩固学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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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和实验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
第四章为设计性实验，第五章为研究性实验，设计性或研究性实验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科学实验的全
过程、逐步掌握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实验的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给定问题的能力
。
第六章为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此类实验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一系列趣味物理实验的学习，激发学生
物理实验兴趣，培养学生探索精神与创新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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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系统误差，在一定的条件下（指仪器方法环境和观测者），对同一物理量进行
多次测量时其测量结果总是向一个方向偏离（偏大或偏小），即测量误差的符号与大小总是保持不变
或按一定的规律变化，这种误差称系统误差。
其来源有：①观测者的生理缺陷，不良的实验习惯或实验技能不佳带来的偏向，所造成的误差，称为
个人误差。
例如：反应的快慢、分辨能力的高低总使读数偏大或偏小（如按表时总是稍早或稍迟）。
这种误差只有实验者细心体察和经过训练才能有所减小。
②实验仪器制造上的缺陷或使用时调节不当或未加校准、元件老化所造成的误差，称为仪器误差。
例如，米尺刻度不精确或不均匀或因温度变化而热胀冷缩等造成读数不准。
这类误差只有对仪器进行校准才能减小。
应注意：第一，仪器误差通常标记在仪器铭牌上或说明书中，有时也用仪器的精度级别表示，故应当
养成实验者先仔细看仪器铭牌的习惯，并记住仪器型号、量程、等级、接线图等，以便正确使用。
第二，若未给出仪器误差，则可作如下估计：对有游标量具和非连续读数的仪表（如电子表、数字仪
表）取（单次测量而言）其最小分度值；对能连续读数仪表，则取最小分度值的一半。
③实验理论和方法的不完善。
间接测量时所利用的公式，一般是在很严格的条件下导出来的，而实验往往难于全部满足这些条件，
因此用测量值计算的结果，无论测量如何准确，计算如何精细，也必然与理论值有偏差，这种偏差称
之为理论误差。
这些误差可通过对公式的修正（如加修正项）而减小。
系统误差中有的难免确定其符号和大小，可对观测值加以修正，但有些系统误差的大小和符号都不知
道，则应在实验中采取一些办法去限制和减小它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当然在实验中，一般不考虑系统误差的修正，但同学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在测量结果中，包含着系
统误差的因素在内。
（2）偶然误差，又称随机误差，在相同的条件下对同一物理量进行多次测量，其误差的大小和符号
的变化时大时小，时正时负，没有确定的规律，也不可能预料这种误差叫做偶然误差。
它的可能来源是：①外界偶然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例如，使用物体天平称衡时，外界系统的影响；地板或桌子的规则振动造成测量结果的大小不一。
②实验者的感官（如听觉、视觉、触觉）的分辨能力不尽相同；（同一个人不同时刻也可能不同）表
现为估读能力不一致，以及实验者技术水平的限制。
例如，用温度计测温度，用米尺或螺旋测微器测长度时，最后一位读数是估计的，由于受到眼睛分辨
本领的限制，读数可能偏大，也可能偏小，根据1-1式求时而为正，时而为负，而且正或负的误差发生
的机会（概率）服从统计规律——各次测量值总是在其真值附近涨落，且正负概率均等。
据此，在实验中，偶然误差虽然是不能消除的但可以减少。
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待测量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所求得的算术平均值最为接近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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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是高等院校工科大学实验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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