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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总结了以往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遵照全国工科实验物理课程指导委员会制
订的基本要求，结合我校专业设置特点和实验室仪器设备情况，在我室1998年出版的《实验物理教程
》一书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实验物理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六门主要基础课程之一，是学生进入大学后较早遇到的一门系统全
面的、独立设置的必修实验课程。
它既要以学生做过的中学物理实验为起点，又要与后继的实验课程适当配合，考虑到本课程的这些特
点，本书在编写时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1.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必修课，与其相应的教材必须形成
完整的体系。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误差与数据处理的基本知识。
系统地介绍了与大学物理实验有关的数据处理知识；第二章物理实验的基本仪器。
详细介绍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实验中常用的近二十种仪器设备的原理和使用方法；第三章全
面地阐述了物理实验中经常采用的六种实验方法；第四、五、六、七、八章编排了六个预备实验、二
十六个基础实验、十一个近代物理实验和二十七个设计性实验，内容涉及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
、近代物理等方面，其中还有一些是综合性实验。
　　2.遵循实验能力培养应循序渐进的规律。
本书对基本知识、基本仪器、基本方法部分力求介绍的详细些。
考虑到与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衔接和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增设了预备实验，让学生自行到实验室进
行操作训练，以达到做好基础实验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实验操作能力。
将二十六个基础实验内容按不同层次不同要求分两个部分编写。
第五章基础实验（一）编排了十四个内容较简单的实验。
本章的内容不仅有原理的清楚叙述，公式的完整推导，还有详尽的实验步骤和数据表格，以便初学者
自学和了解规范要求；第六章的十二个实验编写的较简单，少写实验步骤，少列或不列数据表格，尽
量让学生独立完成；第八章设计性实验，则仅提出任务、条件、要求及少许提示，由学生查阅有关资
料，自拟实验方案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实验。
　　3.注重实验教学的各个环节。
每个实验都编写了足够数量的预习思考题和讨论题，其中预习思考题一般都反映了实验的要领，可以
促使学生认真准备积极思考，讨论题则可帮助学生比较深入地进行总结，加深了解。
　　本书由肖苏任主编，任红任副主编，合肥工业大学理学院实验中心部分老师参加了编写。
其中：吴本科编写实验5、7、16、18、28、34、42，第一章；肖苏编写实验11、23、37、38、39、40
、43，绪论，附录Ⅰ、Ⅱ，第二章；黄英编写实验3、14、26，第三章；谢莉莎编写实验27、32；张霆
编写实验6、31；倪菱湖编写实验8、29；任红编写实验1、9、10、12、13、21、22、41，第八章；梅忠
义编写实验2、4、15、17、25，罗乐编写实验19、20、24、30、33、35、36。
实验21的内容吸收了陆正亚教授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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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物理实验》系统地介绍了与大学物理实验有关的数据处理知识，一些常用的力学、热学、
电磁学和光学仪器设备的原理和使用方法，物理实验经常采用的六种基本测量方法；按不同层次编排
了三十二个基础实验，十一个近代物理实验和二十七个设计性实验，实验内容涉及力学、热学、电磁
学、光学、近代物理等方面，其中还有一些是综合性实验。
《大学物理实验》各章节及各个实验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循序渐进、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
系。
　　《大学物理实验》可作为高等理工院校各专业的实验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涉及物
理学的实验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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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全息照相的特点　　（1）全息照相应用了光的干涉、衍射原理，记录了光波的全部信息。
通过特定的再现方式，可以看到被摄物体完全逼真的三维立体形象，并具有全面的视差特性。
　　（2）全息照片具有可分割的特性。
如果将整张全息照片碎成几片（或掩盖一部分），则任一碎片（或未被掩盖部分）仍能再现出完整的
被摄物体形象。
这是因为物体上每一点的光波都照射到整个感光板上，而感光板上的每一点又都接收到整个物体光波
的全部信息，所以通过全息照片的任何一块碎片同样能看到与原物一样的立体像。
　　（3）同一张感光板可进行多次曝光记录而不会发生重叠，即在同一张感光板上可多次记录不同
物体的形象，并可无干扰地再现。
具体方法是，在每次拍摄曝光后，将感光板转动一小角度，改变其方位（也可改变参考光的入射方向
或物体的空间位置）。
在再现不同拍摄物的形象时，只要适当转动全息照片即可。
　　（4）全息照片没有正、负片之分，因此易于复制。
如采用接触法，将拍摄好的全息照片和未感光的底片对合压紧翻印，即可获得复制的全息照片。
用这种复制照片再现出来的像仍然和原来照片的再现象完全一样。
　　（5）全息照片的再现象可放大或缩小。
当用不同波长的激光照射全息照片时，由于与拍摄时所用激光的波长不同，再现象就会放大或缩小。
　　[实验装置]　　1.拍摄系统的技术要求　　为了能成功地拍摄一张静态全息照片，必须具备下述
基本条件：　　（1）光源必须具有良好的相干性。
本实验选用氦氖激光器作为光源，波长为632.8nm，功率为2mw左右。
氦氖激光器发出的光单色性好，并具有极高的相干性，是拍摄全息照片的理想光源。
　　（2）记录介质应有足够高的分辨率，对所使用的激光波长应有足够高的灵敏度。
记录介质的分辨本领通常用每毫米能记录多少明暗相间的条纹为标准。
由于拍摄全息照片时在感光板上形成的干涉条纹极细密。
因此必须选用高分辨率的感光底片。
对于波长为632.8nm的光源，当物光与参考光之间的夹角为5。
时，在感光底片上形成的干涉条纹为137.8条／毫米；夹角为90°时，干涉条纹为2234.8条／毫米。
本实验选用天津感光胶片厂生产的I型全息感光片，其分辨率为3000条／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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