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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的精髓是悟物穷理，培养实验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物理实验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基础实验课程，是理工科专业学生从事科学实验和研究工作的入门
向导，是一系列后续专业实践课程的重要基础。
物理实验体现了科学实验的共性，侧重于学生科学实验能力和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树立良好的科学
实验规范和创新意识，既是学生系统地学习实验方法、仪器操作、数据处理和总结报告等的综合训练
平台，也是增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习物理思想以及提高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实验基础、逻辑体系、数学表达、思想方法和应用价值是物理学的五个基本特征，现象、概念、
定律、事实、物理量等都必然涉及科学实验、物理思想或逻辑思维、数学演绎或定量表达等要素。
正如帕斯卡所说，研究真理可以有三个目的：当我们探索时，就要发现真理；当我们找到时，就要证
明真理；当我们审查时，就要把它与谬误区别开来。
这也正是物理实验的魅力所在。
　　本书以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推荐的实验项目为依据，参
照《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及《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基础实验部
分）》，针对理工科院校的专业特点，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而成。
　　编写时，力求深入浅出，承上启下，体现理工科教育的特点。
在注重物理概念准确性及介绍实验内容的基础上，融入了实验的设计思想和物理学史，使物理实验适
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跨入一个新台阶。
从实验思想、实验方法以及实验手段等方面培养学生独立实验、分析和研究问题、理论联系实际以及
创新的能力。
实验内容涉及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等知识，主要分为实验基础理论和实验项目两部分，包括基
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与研究性实验，以及仿真实验、演示与探究性实验等。
书中介绍了测量与误差、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并引入不确定度的概念。
部分实验给出了数据记录表格以及误差分析方法，供参考。
编写了思考与练习题，以促进实验者积极思考，加深理解，帮助总结。
要求在实验前画出完整的原始数据记录表，并在实验后及时地进行数据处理，求出测量结果及其误差
（或不确定度），绘制实验曲线，写出完整规范的实验报告。
　　编写时参阅了兄弟院校的教材，吸收了宝贵经验，特此深表谢意。
感谢在厦门理工学院物理教学实验中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的所有老师；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眭蔚老师
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厦门理工学院教材建设基金项目为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
　　由于水平和经验所限，加之时间紧促，对一些实验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完稿时仍感到有很多
不足和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和同行不吝指正（E-mail：xitpd@163.com），作者将不胜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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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推荐的实验项目为依据，参照《
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及《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基础实验部分)》
，针对理工科院校的专业特点，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而成。
     实验内容涉及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等知识，主要分为实验基础理论和实验项目两部分，包括
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与研究性实验，以及仿真实验、演示与探究性实验等。
书中介绍了测量与误差、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并引入不确定度的概念。
部分实验给出了数据记录表格以及误差分析方法，供参考。
编写了思考与练习题，以促进实验者积极思考，加深理解，帮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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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7热电偶的定标与测温　　温度会使物质的某些物理特性发生改变，利用温度传感器可制成温度
计。
根据物质的物理性质随温度的改变而发生单调的、显著的变化的特点，即可对温度计进行定标。
　　热电偶可直接把温度转换为电动势，非常适合于温度测量和控温系统。
构成温差电技术基础的三个基本效应为塞贝克效应、珀耳帖效应和汤姆孙效应，分别由塞贝克
（Seebeck，1770-1831）、珀耳帖（Peltier，1785-1845）和汤姆孙（W.Thomson，1824-1907）于1821年
、1834年和1845年发现。
其中，珀耳帖效应为塞贝克效应的逆效应。
这三种热电效应可以在两种金属组成的回路中同时出现。
　　热电偶为基于温差电效应的热电式传感元件，其优良的性能使之在工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例如，热电偶被辐射时将产生电压，测量此电压即可计算出辐射能，特别是红外辐射，即热辐射可以
用这种方法测量。
　　温差电动势信号微弱，负载能力极小，不宜采用内阻不高的一般仪表（如普通电压表或万用表）
直接测量。
若用传统的电位差计，还需配置相应规格的检流计（或平衡指示仪）。
本实验采用数字电位差计，直接读数，直观准确，符合要求。
　　【实验目的】　　1.掌握数字电位差计的使用方法，学会测定未知电压。
　　2.确定热电偶的温差电动势与温度关系，绘制热电偶定标曲线。
　　【实验原理】　　1.温差电效应与热电偶　　将两种不同导体A和B组成两个接点，形成闭合回路
，如图1所示。
当两个接点温度不同时，则回路中就会出现一个通常不为零的直流电动势，该电动势的方向与大小取
决于两个导体及其接点的温度差，与两导体的粗细、长短无关，这种现象称为温差电效应。
金属中这种效应较小，做成热电偶，用于温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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