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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列表法 许多测量常常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其中有自变量及因变量两种。
列表法就是将一组实验数据中的自变量、因变量的各个数值以一定形式和顺序一一对应列出。
列表法的优点为简单易作，形式紧凑，同一表内可以同时表示几个变量间的变化而不混乱；数据易于
比较，表示直接，不引入处理误差。
列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表的名称及其说明：每一表格应有简明而完备的名称。
如名称过简，不足以说明其原意时，则在名称下面或表的下面附加说明，并注出数据来源。
 （2）行名及单位：在表的每一行或每一列的第一栏，应注明本行或本列数据的名称及单位。
 （3）表中数据应化为最简单的形式，公共因子可在第一栏的名称下注明。
 （4）注意同样仪器测量结果应有相同的有限准确度，一般有效数字最后一位的位置应相同。
如果它们写成一列，应将小数点对齐。
数据为零时记作“0”，数据空缺时记作“一”。
 （5）原始数据可与处理结果并列于同一表中，在表下注明处理方式，最好给出计算示例。
 （6）在表内或表外适当位置列出实验条件及环境情况，如室温、大气压、湿度、实验日期和测定者
签字等。
 2.作图法 实验数据图形表示法是根据解析几何原理，用几何图形将实验数据表示出来。
作图法的优点是形象、直观、简明，能直接显示数据的规律性和特征，如极大、极小、转折点、周期
性等，并可对数据做进一步处理，如求内插值、外推值、经验方程常数等。
因此，作图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表示方法，用途很广，应熟练掌握。
作图的一般步骤和规则如下： （1）坐标纸的选择：通常使用直角坐标纸，有时选用单对数坐标纸或
双对数坐标纸。
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使用极坐标纸或三角坐标纸。
 （2）坐标轴和坐标分度选择：用直角坐标作图时，一般以自变量为横轴，因变量为纵轴，坐标轴的
读数不要求一定从零开始，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坐标轴的分度选择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图的位置、大小和形状。
若选择不当，可使曲线变形，看不出数据的规律性，甚至使极大、极小或转折点等特殊部分显示不出
来，导致错误的结论。
分度的选择一般遵循下列规则： ①坐标分度应能表示全部的有效数字，使测量值的最后一位有效数字
在图中也能估计出来，做到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实验误差。
 ②选定的坐标分度应便于读数和计算。
通常应使最小分度所代表的变量值为1、2、5及其倍数，在一般情况下3、7、9是不宜使用的。
应以略低于最小测量值的整数坐标值的起点，略大于最大测量值的整数坐标值的上限。
注意不要将实验数据标在坐标轴上。
 ③在基本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直角坐标的两个变量的全部变化范围在两个坐标轴上表示的长度要
相近，不可相差太悬殊。
在坐标分度及起点确定后，画出坐标轴，注明其代表的变量名称及单位。
并在纵轴左边及横轴下面每隔一段相同距离标注该处代表的变量值。
一般横轴读数从左到右增大，纵轴从下到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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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系列教材:化学实验技术(下册)(第2版)》可作为石油及化工类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教材，亦可
供从事石油及化工生产、科研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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