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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涛、王琰、王代新编著的《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是根据《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2010版)的精神并结合实验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编写的。
全书分为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基本测量方法、基本实验仪器、基本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研究性实验共7章，70多个实验项目，包含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及应用等多方面内
容。

书中概括介绍了物理实验中的基本测量方法和一些常见仪器的使用方法，附表列出了一些常用物理数
据。

《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可作为高等理工科院校各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
作为与物理学相关的广大实验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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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研究误差的意义 在测量中出现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科学定律都是一些近似的结果。
实践证明，任何测量方法所取得的任何一个测量数据都不是绝对准确的，都包含一定的误差，只是大
小不同而已。
科学的进步会改进和完善测量的方法和仪器，但是并不能消除误差的出现。
因而，研究误差的规律就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
了解了误差的各种规律性后才能更合理地使用仪器、设计仪器，拟定好的测量方法并正确地处理测量
所得的各种数据，使所得实验结果更真实可信。
 简明扼要地说，研究误差的意义就是：①提高测量的精度以减少误差的影响；②对所得结果的可靠性
作出评定，即给出结果的不确定度的大小，以指明结果的可靠程度。
 4.误差的分类 误差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但一般是按误差的特征规律性来进行分类，
这样的分类便于误差的分析和研究。
误差可分为以下三种。
 1）系统误差 固定不变或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就是系统误差。
例如，电压的周期性波动而使仪表示值产生的误差。
又如，米尺刻度的不均匀而使测量的数据有误差。
系统误差尽管有一定的规律，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规律并不一定被确知，特别是对某些复杂的测量系
统来说。
例如，由于电子仪器的热漂移产生的误差，虽然有一定的规律，但是却难于掌握或了解，要消除这种
误差也是十分困难的。
对已知其规律性的系统误差可通过“修正”的方法从测量结果中消除。
对未知其规律性的系统误差（称为不确定的系统误差）一般可将其看作是一种随机误差而按随机误差
的处理方法来处理。
 2）随机误差 在同一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测量数据的误差值或大或小、或正或
负，且大小正负没有确定的规律性，是不可预测的，这类误差称为随机误差（以前也称为偶然误差）
。
例如，用米尺测量长度时，数据中出现的微小的无规则变化就是由误差的随机性产生的。
随机误差在实质上是一种随机变量，因而具有随机变量的所有特性。
随机变量的取值无规律可循，但在大量的统计数据中却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取值具有一定的概率分布
特征，可利用概率论的方法来对其进行研究。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抛掷硬币的情况，硬币出现正面还是反面是不可预见的，其出现正面或反面是无规
则可循的，但是大量的重复实验的统计数据表明，正反面出现的次数接近相同。
从概率角度来讲，正反面出现的几率各为1／2。
随机现象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布朗运动。
在布朗运动中，每一分子的速率时快时慢，且其运动的方向也无规则地改变着，但从整个分子群的角
度来看，其分子的速率大小分布有一定的规则，运动的方向也是各向同性的。
也就是说，在任一时刻，沿各个方向运动的分子数一样多，且具有某一速率大小的分子数目是不变的
。
 3）粗大误差 粗大误差以前也称为“过失误差”，它是指超出正常范围的异常的误差。
例如，在测量中，测量数据列为：12.56，12.56，12.57，12.55，12.56，但此时突然测得一个数据13.85
。
显然，13.85与其他数据比较起来实在是大不相同。
在一般情况下，应认为此数据就包含有粗大误差。
这样的数据应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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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物理实验(第2版)》讲述了大学物理实验是理工科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实验课程，也是学
生进入大学后较早接触到的一门系统的实验课程。
为了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能系统地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
，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实验，为后续实验课程奠定基础，龙涛、王琰、王代新编著的《大学物理实验(
第2版)》在修订过程中保持了原有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保证学生通过实验课能较好地掌握和运用理
论知识，并能提高实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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