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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

前言

　　《大学物理实验》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
合工科院校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特点，汇集了物理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改
革成果，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教材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基础物
理理论发展而成的新学科、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地融入科研和生产实践中，悄然改变着我们
的观念和生活。作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工科院校，如何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更新传
统教材和教学内容，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随着科技进步、知识交叉
、学科渗透，一些老的基础知识、方法和技能已淡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打破近代物
理实验与普通物理实验的传统界限，将普通物理实验与近代物理实验相互融合，对基础性实验与创新
性实验重新界定，对陈旧的实验内容和教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本教材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在重新审
视以往教学模式，总结近几年教学改革经验，对原有实验项目和内容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由绪论、第1章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方法、第2章基础性实验、第3章综合应用性实验、第4章
设计研究性实验、第5章近代物理实验等章节56个实验及附表I、Ⅱ组成。在实验项目的编排上，遵循
由浅人深、循序渐进的原则，按不同层次精选编录了14个基础性实验、22个综合应用性实验、15个设
计研究性实验和5个近代物理实验前沿技术介绍，并引入了先进的实验技术——计算机模拟实验及应
用实例，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习兴趣具有重要意义。实验项目的最后增加了各类实验所用仪器的
介绍和使用说明，便于读者参照。部分实验还增添了对不确定度的具体分析与估算，有助于学生加深
对误差理论和不确定度概念的理解，以及在实际测量中的分析运用。此外，该书在保留的必修基本实
验项目中，对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更新与补充。并增加了目前广泛使用的数字万用表、数字示波器、数
码照相机和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等先进仪器设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说明等内容，充分体现
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教学服务于社会的教育理念。各院校可根据教学计划选择实验项目，学生在
完成规定学时后也可以选修部分实验内容。　　《大学物理实验》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大学物理实验课
程教学改革的成果及其发展趋势，注重实验内容的新颖性、综合性和应用性。在训练基本技能的基础
上，充实了大量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和高新技术色彩、给学生留有较大发挥空间的实验项目。在传授知
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加大了设计和研究性实验的比例，在保证基础教学
的前提下，既培养学生基本实验能力，又注重个性化发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主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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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

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针对
水电类工科院校的专业特色和教学特点，结合并吸收近年的实验教学成果和经验编写而成。全书由绪
论、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方法，基础性实验、综合应用性实验、设计研究性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及附
录组成。其中收录的基础性、综合应用性、设计研究性和近代物理等四个层次的实验项目共56个。在
实验选题上更加注重先进性、应用性和拓展性，以求达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的教学目标。《大学物理实验》具有普适性，可作为普通工科院校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适合不同层
次的教学需要。也可作为实验教师和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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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

书籍目录

绪论第1节 物理实验课的任务与地位第2节 物理实验课的基本环节第3节 学生实验守则第1章 误差理论
与数据处理方法第1节 测量及其分类第2节 误差的定义及分类第3节 系统误差的修正和限制第4节 随机
误差及其估算第5节 测量结果的表示和合成不确定度的评定第6节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第7节 数据处
理的基本方法第8节 设计性实验的有关要求第9节 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的应用练习题第2章 基础性实验
实验1 速度和加速度的测量实验2 物体振动的研究实验3 拉伸法测量杨氏模量实验4 指针式万用表的原
理与使用实验5 数字式万用表的原理与使用实验6 惠斯通电桥实验7 直流双臂电桥（开尔文电桥）实
验8 示波器的原理与使用实验9 电位差计的原理与应用实验10 铁磁材料磁滞回线的测量实验11 牛顿环
与劈尖干涉实验12 单缝衍射实验13 偏振光的观测与研究实验14 分光计的原理及三棱镜顶角的测量第3
章 综合应用性实验实验15 用分光计测量三棱镜的折射率实验16 光栅衍射测波长实验17 双棱镜干涉实
验18 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单色光的波长实验19 霍尔位移传感器实验20 霍尔转速传感器实验21 电阻应
变式传感器实验22 电容式位移传感器实验23 电涡流式位移传感器实验24 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的测
量实验25 纵向共振法测金属棒的杨氏模量实验26 普通照相实验27 数码照相实验28 全息照相实验29 光
电效应法测普朗克常数实验30 多普勒效应综合实验（一）验证多普勒效应并测声速实验31 多普勒效应
综合实验（二）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实验32 多普勒效应综合实验（三）研究自由落体运动实验33 多普
勒效应综合实验（四）研究简谐振动实验34 多普勒效应综合实验（五）研究阻尼振动实验35 密立根油
滴实验实验36 计算机模拟实验第4章 设计研究性实验实验37 滑线变阻器的特性研究实验38 电表的改装
实验39 用电位差计校准微安表实验40 热敏电阻的温度测量及改装温度表实验41 莫尔条纹的观测与应用
实验42 波片与光的偏振状态的观测研究实验43 自测眼镜屈光度实验44 衍射法测量细丝直径实验45 用
光电效应实验仪测薄膜的光吸收系数实验46 利用多普勒效应测量车速实验47 用光杠杆法测量薄纸厚度
实验48 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量钠光和白光光源的相干长度实验49 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量薄膜厚度实
验50 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量空气折射率实验51 超声波在固体和液体中传播速度的测量第5章 近代物理
实验实验52 微波测量技术实验53 电子衍射实验54 扫描隧道显微镜实验55 核磁共振实验56 高温超导材
料特性测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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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

章节摘录

　　第1章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方法　　任何测量和实验都受到误差的影响，估算并分析误差是科
学实验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关误差理论及其应用已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任何测
量结果，如果没有标明误差，在科学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对它的可靠性会提出质疑，所以误差
是评价测量结果必不可少的依据。物理实验课应赋予学生正确的、最基本的误差理论知识，包括误差
的成因及分类，减少测量误差的基本方法，以及如何评价、表达和估算误差等。本章虽为物理实验而
写，亦适用于其他实验过程，是一切实验的基本知识。　　第1节　测量及其分类　　1　测量　　在
科学实验中，一切物理量都是通过测量得到的，测量的目的是要获得被测量的定量信息。测量是为了
确定被测量的量值，使用专用仪器和量具，通过实验和计算而进行的一组操作过程。　　2　测量的
分类　　根据测量方法的不同，测量可以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2.1　直接测量（又称简单测
量）　　用待测量与同量纲的标准量直接进行比较，或者从已用标准量校准的仪器、仪表上直接读出
测量值，其特点是待测量的值和量纲可直接得到。例如用米尺、游标卡尺、千分尺测长度，用秒表测
时间，用天平称质量，用电流表测量电流等均为直接测量，而相应的被测量——长度、时间、质量、
电流等称为直接测量量。直接测量简单、直观，是最基本的测量方式。也是间接测量的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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