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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是广东省精品课程 “大学物理实验”配套教材和广东省高等学校物理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成果。

《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分4章，共37个实验，包括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学、磁学、光纤通信、
光电检测等实验。
第1章介绍误差、不确定度和数据处理知识，第2章为基础性实验，第3章为综合与应用性实验，第4
章为设计与研究性实验。
实验项目实用性和新颖性较强，插图（包括仪器接线图）清晰而美观。
叙述浅易，教学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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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1章 误差、不确定度和数据处理的基本知识
 第1节 测量与误差
 第2节 测量不确定度和测量结果的报道
 第3节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
 第4节 常用数据处理方法
第2章 基础性实验
 实验1 基本测量
 实验2 示波器的原理与应用
 实验3 液体粘滞系数的测定
 实验4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定
 实验5 光杠杆法测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实验6 声速测量
 实验7 用非平衡直流电桥研究热电阻的温度特性
 实验8 用双臂电桥测低电阻
 实验9 RLC串联电路的稳态特性
 实验10 分光计的调节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实验11 迈克尔逊干涉仪测光波波长
 实验12 光的等厚干涉
第3章 综合与应用性实验
 实验13 不同材料导热系数的测定
 实验14 温度传感与测量
 实验15 霍尔效应与应用
 实验16 用霍尔传感器测杨氏模量
 实验17 音频信号光纤传输技术
 实验18 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测量
 实验19 大功率白光LED特性测量
 实验20 太阳能电池特性的测量
 实验21 用非线性电路研究混沌现象
 实验22 光调制法测量光速
 实验23 双光栅测量微弱振动位移量
 实验24 偏振光的研究
 实验25 用分光计测光栅常数及角色散率
 实验26 激光全息照相
 实验27 调制传递函数的测量与透镜像质评价
 实验28 光电效应与普朗克常数的测定
 实验29 电光调制
第4章 设计与研究性实验
 实验30 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
 实验31 电路元件伏安特性的研究
 实验32 电阻测量的设计
 实验33 电表的设计与校准
 实验34 全息光栅的制作
 实验35 水波多普勒效应的研究
 实验36 不规则面积的非接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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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37 基于计算机声卡的电机转速测量
附录A 常用物理量表
附录B 诺贝尔物理学奖与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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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全息照相与普通照相的主要区别 物体上各点发出（或反射）的光（简称物光波）
是电磁波，借助它们的频率、振幅和相位信息的不同，人们可以区别物体的颜色、明暗、形状和远近
。
普通照相是运用几何光学中透镜成像的原理，把被拍摄物体成像在一张感光底片上，冲洗后就得到了
一张记录物体表面光强分布的平面图像，像的亮暗和物体表面反射光的强弱完全对应，但是无法记录
光振动的相位，所以普通照相没有立体感，它得到的只能是物体的一个平面像。
所谓全息照相，是指利用光的干涉原理把被拍摄物体的全部信息——物光波的振幅和相位，都记录下
来，并能够完全再现被摄物的全部信息，从而再现形象逼真的物体立体像。
全息照相的过程分两步：记录和再现。
全息照相的数学描述见本实验附录26—A。
 2.光的干涉——全息记录 全息照相是一种干涉技术，为了能够清晰地记录干涉条纹，要求记录的光源
必须是相干性能很好的激光光源。
图26—1是拍摄全息照片的光路示意图。
 由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束，通过分束镜分成两束相干的透射光和反射光：一束光经反射镜M1反射，再
经扩束镜L1扩束后照射到被拍摄物体上，然后从物体投向全息底片H上，这部分光称为物光。
另一束光经反射镜M2反射，再经扩束镜L2扩束直接照射到底片上，称为参考光。
由于同一束激光分成的两束光具有高度的时间相干性和空间相干性，在照相底片上相遇后，形成干涉
条纹。
由于被摄物体发出的物光波是不规则的，这种复杂的物光光波是由无数的球面波叠加而成的，因此，
在全息底片上记录的干涉图样是一些无规则的干涉条纹，这就是全息图。
 全息照相采用了一种将相位关系转换成相应振幅关系的方法，把相位关系以干涉条纹明暗变化的形式
记录在全息底片上。
干涉条纹上各点的明暗主要取决于两相干光波在该点的相位关系（与两光波的振幅也有关）。
干涉条纹的明暗对比度（即反差）决定于物光和参考光的振幅，即条纹的反差包含有物光光波的振幅
信息。
在全息照相中，无规则的干涉条纹的间距是由参考光与物光波投射到照相底片时二者之间的夹角决定
的，夹角大的地方条纹细密，夹角小的地方条纹稀疏。
物光波的全部信息以干涉条纹的形式记录在全息底片上，经显影、定影等处理就得到全息照片。
 3.光的衍射——全息照相的再现 全息图上看不到如普通照片那样的拍摄物体的像，只有在高倍显微镜
下可看到浓淡、疏密、走向不同的干涉条纹。
所以，一张全息图片相当于一块复杂的“衍射光栅”，而物像再现的过程就是光的衍射过程。
一般采用拍摄时所用的激光作为照明光，并以特定方向或与原参考光相同的方向照射全息图片，就能
在全息图片的衍射光波中得到0级衍射光波和±1级衍射光波。
 0级衍射光：具有再现光的相位特性，其方向与再现光相同。
 +1级衍射波：发散光，具有原始物光波的一切特性，可以观察到与原物体完全相同的再现虚像。
 -级衍射波：会聚光，具有与原物光波共轭的相位，在虚像的相反一侧观察到实像。
 最简单的再现方法是按原参考光的方向照射全息图片。
如光路图26—2所示，把拍好的全息照片放回底片架上，遮挡住光路中的物光（转动其反射镜M1或其
他办法），移走光路中的被拍物体，只让参考光照在全息图片上。
这样在拍摄物体方向可看到物的虚像，在全息照片另一侧有一个与虚像共轭的对称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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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可作为本科院校“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材，
也可作为专科院校教师和学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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