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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学实验》

前言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之一。物理学理论完善，应用广泛，物理学的基础概念和技术被广泛地
应用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物理实验教学是物理学理论和应用间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通过物理实
验不仅能巩固和深化学生对物理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增强他们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信心和能力。随
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院校物理实验课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必须更新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模式
，使之适用于农业院校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为此，该教材具有以下特点：1.教学观念的改革和更
新：我们的教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紧密联系社会需求。内容上既要注重学科特点，又要突出
农业院校特点。2.教学内容适应跨世纪的要求：基本技能注重实用价值，注意新技术的应用，具有当
代特点。3.教学方法注重素质培养：原理简明突出，实验方法意义明确，具有代表性。给学生留有自
己思考和动手的余地。4.适合规范的管理体制：教材应对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有明确要求，分
重点、次重点、了解等。有大量的思考题、讨论题，以利于对学生技能的考核。由于各校实验室条件
和课时多少的不同，教材中对具体的实验仪器介绍较少。建议各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所用仪器的构造，
调整使用，另用一卡片（或仪器说明书），配套放在每组实验中，以便学生学习参考。本书由西北农
业大学王国栋老师、西南农业大学杨亚玲老师、浙江大学陆文琴老师、中国农业大学盛毅、张志英老
师撰稿编写，由张志英老师主编。本书由西北农业大学张振瀛老师和华南农业大学李伟昌老师审稿。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较紧，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望各位老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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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学实验》

内容概要

《普通物理学实验》内容简介：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之一。物理学理论完善，应用广泛，物
理学的基础概念和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物理实验教学是物理学理论和应用间不
可缺少的教学环节。通过物理实验不仅能巩固和深化学生对物理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增强他们将理
论应用于实践的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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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使用实验2.1 气垫导轨的调整及使用实验2.2 万用电表的使用实验2.3 示波器的使用实验2.4 分光计
的调整和使用第三章 基本实验实验3.1 长度测量实验3.2 驻波实验3.3 液体粘滞系数的测定实验3.3-I毛细
管法实验3.3-Ⅱ 奥氏粘度计法实验3.3-Ⅲ 小球沉降法实验3.4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实验3.4-I 用焦利
秤测量实验3.4-Ⅱ 用扭秤测量实验3.5 测定空气的Y值实验3.6 杨氏弹性模量的测定实验3.7 刚体转动惯
量的测定实验3.7-I 用刚体转动实验仪测定刚体的转动惯量实验3.7-Ⅱ 用三线扭摆测定刚体的转动惯量
实验3.8 直流电桥测电阻实验3.9 用线式电位差计测量电池电动势实验3.10 用箱式电位差计为热电偶温
度计定标实验3.11磁场的测定实验3.11-I 用霍耳元件测磁场实验3.11-Ⅱ 用冲击电流计测定磁场实验3.12 
磁滞回线实验3.13 AD／DA转换实验3.14 牛顿环的测定实验3.15 光栅测光波波长实验3.16 布儒斯特角的
测定实验3.17 旋光溶液浓度的测定实验3.18 光电效应实验3.19 光谱波长的测定第四章 综合性实验实
验4.1 电表的改装实验4.2 迈克尔逊干涉仪测激光波长实验4.3 用摄谱法测量氢光谱线的波长实验4.4 普
通照相和暗室技术实验4.5 电压放大器幅频特性的测定实验4.6 恒温控制系统实验4.7 不良导体热导率的
测定实验4.8 用光电池测定单缝衍射的光强分布第五章 设计性实验实验5.1 欧姆表的组装实验5.2 测定二
极管的伏安特性实验5.3 测定玻璃的折射率实验5.4 热敏电阻温度计的设计和测试实验5.5 用干涉法测光
盘的道间距实验5.6 用计算机采集数据实验5.7 重力加速度的测定实验5.8 露点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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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学实验》

章节摘录

插图：（3）个人误差：这是由于测量者个人生理或心理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在用停表测量时间时，
有人常失之过长，有人则失之过短。2.随机误差测量结果独立随机地偏离真值，增加测量次数可以减
小这种误差。即使采用了完善的仪器，选择了恰当的方法，经过精心的观测，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
。随机误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受我们感官灵敏和仪器精度的限制，以及许多不能预料的其它因素的影
响。随机误差存在于一切测量之中，遵从或然率定律。即测量值大于或小于真值的机会相等，测量值
偏离真值越远，出现的可能性越小。例如用米尺测量工件长度时，米尺上最小刻度是1mm，1mm以下
的数值只能靠测量者估计出，每次独立地估计一般是不同的，或大或小，但总不会相差太远。3.粗差
测量结果明显偏离真值，这是由于测量者一时粗心大意造成的，分析清楚原因后，这种数据可以剔除
。例如将标尺上的3误读成了8等。四、误差的计算严格的误差计算是很复杂的，可参考国家计量技术
规范JJG1027-91。在此我们只给出普通物理实验中估算误差的简单方法。测量时，粗差是可以避免的
，系统误差可以设法消除和校正，而随机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随机误差主要决定了测量结果的
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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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学实验》

编辑推荐

《普通物理学实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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