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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工科物理实验教程》是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于2004年制定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借鉴国内外
近年来物理实验教学研究改革成果，并结合山东科技大学工科物理实验教学中心教师多年来取得的实
验教学研究成果和科学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
全书将物理实验分为三个部分：基础实验、综合和应用性实验及设计性实验，覆盖了力学、热学、电
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领域的主要内容。
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考虑到各专业对物理实验的要求不同，采用了“分层次、模块化”实验模式，
以适应不同专业的要求，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对实验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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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物理实验的基本测量方法 物理实验是以一定的物理现象、物理规律和物理学
原理为依据，确立合适的物理模型，研究各物理量之间关系的科学实验。
物理实验与物理量测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的物理实验都离不开定量的测量和计算。
所以，实验方法包含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两个方面。
 物理实验待测的物理量非常广泛，包括力学量、热学量、电磁学量、光学量等，测量的方法也很多，
本节仅介绍几种具有共性的基本测量方法。
这些测量方法是进行物理实验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指具体的测量过程和方式。
学习并掌握好这些基本的实验思想方法，可指导我们进行实验方案的选择、实验测量的进行，有助于
提高实验工作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1.比较法 比较法是最普遍、最常用的测量方法。
所谓比较法是将待测量与同类物理量的标准量具或标准仪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比较，测出其量值的方
法。
 例如，用米尺测量物体的长度就是最简单的直接比较测量。
用经过标定的电表、秒表、电子秤测量电量、时间、质量等，其直接测出的读数也可看做是直接比较
的结果。
要注意的是采用直接比较法的量具及仪器必须是经过标定的。
有些物理量难于直接比较，需要通过某种关系将待测量与某种标准量进行间接比较，求出其大小。
例如，用物质的热膨胀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做成的水银温度计就是利用一种间接比较法。
 实际上，所有测量都是将待测量与标准量进行比较的过程，只不过比较的形式不都是那么明显而已。
 2.放大法 实验中经常需要测量一些微小物理量，由于待测量太小，以至无法被实验者或仪器直接感觉
和反映，此时可设计相应的装置或采用某种方法将被测量放大，然后再进行测量。
放大法包括积累放大、光学放大、电子学放大等。
 例如，螺旋测微计和读数显微镜都是利用螺旋放大法进行精密测量的，将与被测物关联的测量尺面与
螺杆连在一起，螺杆尾端加上—个圆盘，称为鼓轮，其边缘等分刻成50格，鼓轮每转一圈，恰使测量
尺面移动0.5mm，那么鼓轮转动一小格，尺面移动了0.01mm。
若鼓轮外径为16mm，则周长约为50mm，鼓轮上每一格弧长相当于1mm的长度，也就是说，尺面移
动0.01mm时，则反映在鼓轮上变化了1mm，于是微小位移被放大了100倍，测量精度也就提高了100倍
。
 又如，用秒表测量单摆摆动周期，一般都是测量累计摆动50或100个周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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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工科物理实验教程》可作为理工科非物理类各专业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
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成人教育工科专业的教材和供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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