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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基础力学实验指导》包括材料的机械性能实验、电测应力分析实验
和力学实验竞赛三个部分。
材料的机械性能实验主要包括材料拉伸、压缩、扭转的力学性能测试等；电测应力分析实验主要包括
应变电测技术基础、应变片的粘贴与灵敏系数标定、纯弯曲梁的正应力实验、薄壁圆筒弯扭组合实验
、组合变形时的内力素及主应力测试等；力学实验竞赛部分主要介绍了基础力学实验竞赛、结构设计
创新竞赛的内容及试题，并对如何准备竞赛及模型制作等提出了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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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4.1误差的来源 在测量过程中，误差产生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测量设备与计量仪器误差。
如测试设备加工制造质量、安装调试质量，测试仪表是否线性、滞后，仪表示值刻度是否准确等。
此外，测试设备元件之间的间隙、摩擦都会给测试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差。
 （2）环境误差。
由于各种环境因素与规定的标准状态不一致而引起的测量装置和被测量本身的变化所造成的误差，如
温度、湿度、气压（引起空气各部分的扰动）、振动（外界条件及测量人员引起的振动）、照明（引
起视差）、重力加速度、电磁场等所引起的误差。
通常仪器仪表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所具有的误差称为基本误差，而超出该条件时所增加的误差称为
附加误差。
 （3）方法误差。
由于测量方法不完善所引起的误差，如采用近似的测量方法而造成的误差。
选用方法是否合适，直接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4）人员误差。
由于测量者受分辨能力的限制，因工作疲劳引起的视觉器官的生理变化，固有习惯引起的读数误差，
以及精神上的因素产生的一时疏忽等所引起的误差。
 总之，在计算测量结果的精度时，对上述四个方面的误差来源，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力求不遗漏、
不重复，特别应注意对误差影响较大的因素。
 1.4.2粗差的判别与处理 在前面已谈过粗差及其产生的原因，这里主要谈谈粗差的鉴别和消除的方法。
在判别某测量值是否包含粗差时，应作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一般采用粗差判别准则来鉴别。
 以下以3σ准则为例说明。
设x1，x2，x3，⋯，xn是对某量的一组等精度测量，而且服从正态分布，由正态分布理论可知，真误
差落在±3σ内的概率为99.73％，即误差大于±3σ的概率是0.27％，属于小概率事件。
如果发现误差的绝对值大于±3盯，则认为该测量值xi包含粗大误差，通常将其称为异常值，应剔除。
 对于粗差，除了设法从测量结果中鉴别和剔除外，首先是强化测量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其次要注意保证实验条件和环境的稳定性，尽可能避免实验环境和条件的突变导致粗差的产
生。
 1.4.3系统误差的判别与处理 在测量过程中，发现有系统误差存在时，要对产生系统误差的因素作进一
步分析比较，找出减小系统误差的方法。
 （1）分析产生系统误差的主要原因。
从产生误差根源上消除系统误差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预先知道产生误差的因素。
如前所述，系统误差具有确定性和有规律性，所以导致系统误差产生的因素也是可确定的或是有规律
可循的，可从导致系统误差产生的仪器、环境、方法和个人等因素人手，弄清产生系统误差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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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基础力学实验指导》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基础力学实验指导》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各专业工程力学、材料力
学的实验课程教材，同时可供高等工科院校工程力学实验课程教师及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基础力学实验指导》由李治淼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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