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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建设教材：大学物理实验》是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制定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教材，突出对学生基本能力的
训练和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能力的培养，内容涵盖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及应用性实验、设计性
及创新性实验、演示实验、计算机仿真实验等，共6个部分，56个实验项目。
　　《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建设教材：大学物理实验》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各专业和理科非物理专
业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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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校正圈线此外，还有一种校正图线。
作校正图线除连线方法与上述作图要求不同外，其余均同。
校正图线的相邻数据点间用直线连接，全图成为不光滑的折线。
之所以连折线是因为在两个校正点之间的变化关系是未知的，因而用线性插入法予以近似。
例在“电表改装与校准”实验中，用准确度等级高一级的电表校准改装的电表所作的校准图，这种图
线要附在被校正的仪表上作为示值的修正。
由于图纸的不均匀性、连线的近似性、线的粗细等因素的影响，作图时不可避免地会带入误差，所以
从图上计算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就没有多大意义。
一般在正确分度情况下，只用有效数字表示计算结果。
要确定测量结果不确定度则需应用解析方法。
但是，在报道实验结果时，一幅精良的图线胜过千言描述，所以作图法在实验教学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
如果两物理量成正比，在实验中常作多次测量，用图解法求比例系数，这样傲的结果可比单次测量准
确得多。
1.4.3逐差法当两个被测物理量之间存在多项函数关系，且自变量为等间距变化时，常常用逐差法处理
测量数据。
逐差法就是把实验得到的偶数个数据分成前后两组，将对应项分别相减。
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数据，具有对实验数据取平均和减少随机误差的效果。
另外，还可以对实验数据进行逐次相减，这样可验证被测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及时发现数据差错或数
据规律。
用逐差法得到的结果，还可以估算它的随机误差，求出其标准偏差，从而进一步求出被测量的不确定
度。
1.4.4实验数据的直线拟合（线性回归）作图法虽然在数据处理中是一个很便利的方法，但它不是建立
在严格统计理论基础上的数据处理方法。
在作图纸上人工拟合直线（或曲线）时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往往会引入附加误差，尤其在根据图线
确定常数时，这种误差有时很明显。
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在数据统计中研究了直线拟合问题（或称一元线性回归问题），常用的是一种以
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最小二乘法原理：找到一条最佳的拟合直线，这条拟合直线上各相应点的值与测量值之差的平方和在
所有拟合直线中应是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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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是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建设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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