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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是物质的，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和运动规律是物理学的任务。
科学地、理性地、正确地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就是伽利略首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实验方法。
迄今为止，在研究、验证、探索物质世界的性质和规律中，实验仍然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手段。
物理实验通常以测量物理量来验证物理定律或检测物质的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物理实验就是对物理量的测量，大学物理实验也是如此。
在工科院校众多的实验课中，只有“大学物理实验”单独设课。
这是因为“大学物理实验”课不是“大学物理”课的附属或延续，它具有自己独立、独特的教学目的
和任务。
仅就学习各种基本仪器的使用，掌握各种物理量的测量方法而言，它对理工类各专业学生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任何重大科学发现或高技术的发展，只要与物质有关，都会与物理量测量或多或少相关联。
无论是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子通讯，还是生命科学、考古学，甚至是历史学研究领域，只要是涉
及自然科学的，无一不存在对物理量的测定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将《大学物理实验》定名为《物理量测量》以显示其宽泛、深厚的内涵。
本书是编者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1996年出版的《物理实验教程》为
基础，结合编者多年教学实践，修改补充而成。
全书共分7章。
首先介绍了不确定度和误差处理，以及部分仪器的使用，然后以物理量测量为主线，介绍了力学量、
热学量和波动特征量的测量，电磁学量测量，光学量测量和近代物理与综合性实验，以及设计性实验
。
教学中，不一定按教材中顺序进行。
在具体实验项目选取上，力求新颖、现代。
在编写中，力求做到实验原理叙述清楚、计算公式推导完整、实验步骤简明扼要，以适应大学物理实
验独立设课的要求。
本书由袁长坤任主编，武步宇、王家政、闫兴华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有刘玉金、李强、盛爱兰、穆晓东、耿雪、王军等。
本书由荣玮主审。
编写中，参考了兄弟院校的有关教材，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理量测量>>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立意新颖，突出物理量的测量。
全书首先介绍了不确定度和测量误差处理以及部分常用仪器的使用等基础知识；其次分章节讲述了力
学量测量、热学量测量、电磁学量测量、光学量测量及近代物理中物理量的测量；最后编排了部分具
有综合性与设计性的物理量测量实验；书末附表还给出了常用物理量表。
书中列出的不同层次的实验，内容比较全面，强调学生基本测量技能的培养和科学观念、科学行为的
养成教育。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业学校各专业本、专科及理科类学生的物理实验教材，也可供成人教育学院、函
授大学和职工大学选用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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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测量的不确定度与数据处理1.1 测量、测量误差与误差处理1.1 测量与测量误差自然科学
的发展过程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观察研究，发现现象，找出物质运动规律，并作出正确解释的过程。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事物，测量物理量的大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借助于实验的方法来测量数据。
物理量须有一个标准单位来与之比较方能知道其大小。
被测物理量与所选的标准单位进行比较，得到的倍数即为测量值。
例如长度选择米（m）为标准单位（它是光在真空中1／299792458s传播的距离）。
显然，测量值的大小与所选用单位有关。
因此，表示一个物理量的测量值时必须包括数值和单位。
1）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测量分为两类，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直接测量是用能直接读出被测值的仪器进行测量的方法，相应测量值称为直接测量值。
例如用米尺测物体的长度，用天平测物体的质量，用电流表测量电路中的电流强度等都是直接测量。
实际测量中，很多物理量是没有专门仪器来直接测量的。
通常的方法是先用直接测量的方法测出几个物理量，然后代入公式计算得到所需物理量，这种方法称
为间接测量。
例如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时，先测出摆长l和周期T，然后代人公式得到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实际接触到的测量，大部分属于间接测量。
2）等精度测量和不等精度测量对某一物理量进行多次测量时，如果测量条件保持不变（同一的测量
者、仪器、方法及相同的外部环境），是无法判断测量精度有何差异的，即无法判断某一次测量比另
一次测量是否更准确，那么只能认为每次测量的精度是同等级别的，这样进行的重复测量称为等精度
测量。
如果测量条件中，一个或几个发生了变化，这时所进行的测量就称为不等精度测量。
实际测量中应尽量保持为等精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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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量测量(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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