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物理演示实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物理演示实验》

13位ISBN编号：9787801728630

10位ISBN编号：7801728637

出版时间：2007-6

出版社：聂喻梅、刘强、梁霄、 等 兵器工业出版社  (2007-06出版)

页数：2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大学物理演示实验》

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是重庆工学院教师在物理实验及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的，主要
涉及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及近代物理学等方面内容，共计107个实验项目。每个项目由物理原理
、演示方案、思考题及附录几部分组成。实验内容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注重相应知识在现实生产及生
活中的应用拓展，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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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将两粒石子扔入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石头入水点为圆心所形成的一圈圈的水
波，而且还可以观察到两列水波之间的叠加、干涉及碰到障碍物之后的衍射等现象。 （物理原理） 
波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不管是水波、声波、光波或者其他类型的波，其原理或传播的性质基
本都一样，所以水波的研究可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 1.波的叠加 若有几列波同时在同一媒质中传播，
不管它们是否相遇，它们都各自以原来的振幅、波长、频率独立传播，彼此互不影响。在两波相遇处
产生的位移等于各列波单独传播时在该处引起的位移的矢量之和，从而产生干涉、驻波等现象。 2.惠
更斯原理 惠更斯原理：任何时刻波面上的每一点都可作为次波的波源，各自发出球面波；在以后的任
何时刻，所有这些次波面包络面形成整个波在此时刻的新波面。 惠更斯一菲涅耳原理：菲涅耳进一步
认为，波面是一个等位相面，因而可以认为此面上各点所发出的所有次波都有相同的初位相，而且是
球面波。它们在空间相遇时，发生相干叠加产生干涉。 3.波的干涉 如果两列波的频率相同，振动方向
几乎相同，并在观察期间内振动的位相差保持不变，则二者相遇时必然导致有的位置强度增加（干涉
相长），有的位置强度减弱（干涉相消），此即为波的干涉现象。 4.波的衍射 波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障
碍物时，不再沿原来的直线传播，而是绕过障碍物的边缘后向各个方向传播的现象叫衍射，又叫绕射
。只有波源离障碍物足够远，或者障碍物或孔的尺寸与波长可相比拟时，衍射现象才会比较明显地表
现出来。 该仪器利用计算机接口可以演示两个振动面的合成和三个同方向振动的傅立叶合成，使同学
既能看到分振动的位移时间曲线，又能看到傅立叶合成的振动位移时间曲线。 （物理原理） 周期信
号的频谱分析在物理实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基础实验教学中的难点和
重点。因此，研究出一种简便的频谱分析的实验方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机械振动合成演示往往
是用两台信号源和一台示波器来进行，由于两信号源产生的正弦信号是互不相关的，两信号源间的相
位差不稳定，在示波器上产生的图形也就不会稳定，演示效果不好。如果采用A／D转换器，利用计
算机来观察振动曲线，就可以演示两个振动的合成和三个同方向振动的傅立叶合成，既能观察到分振
动的位移时间曲线，又能观察到傅立叶合成的振动位移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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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既可作为大学本科理、工科专业学生的物理教学用书，也可供文史类、经贸类
专业学生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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