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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第1版自2006年2月出版以来，经过三年的使用，受到广大师生的厚爱和好评。
随着教育形势的变化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人，大学物理实验的教学目标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与此同时
，一批体现现代化信息的智能型实验设备相继走进高校实验室，基于上述原因，在第1版的基础上，
我们编写了《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
    《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汲取第l版之所长，增加了一定数量的智能型实验项目，改进了原有个别实
验项目和实验方法。
全书体系完备、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突出现代特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较强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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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系统误差的主要来源①仪器误差。
这是由于测量工具或仪器本身的缺陷而产生的，如天平臂不等长、砝码标称质量不准确、尺子刻度偏
大、表盘刻度不均匀等。
②方法误差。
这是由于实验方法或理论不完善而导致的。
如采用伏安法测电阻时电表内阻产生的误差、采用单摆周期公式测量周期时摆角引起的误差，这些都
是方法误差。
③环境误差。
这是由于周围环境与实验要求不一致而引起的误差。
如测量时实际温度与所要求的温度有偏差，测量过程中温度、湿度、气压等按一定规律变化引起的误
差。
④人身误差。
这是由于测量者本身的生理特点或固有习惯所引起的误差，例如某些人在进行动态测量记录某一信号
时有滞后的倾向等。
系统误差一般都有较明显的原因，因此可以采用适当的措施加以限制或消除它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系统误差是测量误差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现系统误差，弄清其产生原因，进而消除它对测量结果
的影响是物理实验的一项重要任务。
2）发现系统误差的方法提高测量精度的首要问题是发现系统误差，然而在测量过程中形成系统误差
的因素是复杂的，目前还没有能够适用于发现各种系统误差的普遍方法，只有根据具体测量过程和测
量仪器进行全面的仔细分析，针对不同情况合理选择一种或几种方法加以校验，才能最终确定有无系
统误差。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适用于发现某些系统误差的常用方法。
①实验对比法。
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发现固定系统误差，其基本思想是改变产生系统误差的条件，进行不同条件的测
量。
例如，采用不同方法测同一物理量，若其结果不一致，表明至少有一种方法存在系统误差。
还可采用仪器对比法、参量改变对比法、改变实验条件对比法、改变实验操作人员对比法等，测量时
可根据具体实验情况选用。
②理论分析法。
主要是通过进行定性分析来判断是否有系统误差。
如分析仪器所要求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实验依据的理论公式所要求的条件在测量过程中能否满足，
如果这些要求没有满足，则实验必有系统误差。
③数据分析法。
主要是通过进行定量分析来判断是否有系统误差。
一般可采用残余误差观察法、残余误差校验法、不同公式计算标准差比较法、计算数据比较法等。
3）系统误差的减小和消除在实际测量中，如果判断出有系统误差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分析可能产生
系统误差的因素，设法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
由于测量方法、测量对象、测量环境及测量人员不尽相同，因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来减小或消
除系统误差。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的方法和途径。
①从产生系统误差的根源上消除。
从产生系统误差的根源上消除误差是最根本的方法，通过对实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认真仔细的分
析，发现产生系统误差的各种因素。
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从根源上消除或减小系统误差：采用近似性较好又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论
公式，尽可能满足理论公式所要求的实验条件；选用能满足测量误差所要求的实验仪器装置，严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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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仪器设备所要求的测量条件；采用多人合作，重复实验的方法。
②引入修正项消除系统误差。
通过预先对仪器设备将要产生的系统误差进行分析计算，找出误差规律，从而找出修正公式或修正值
，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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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高等学校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物理实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