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物理实验练习卷 2

一、单选题 (每小题 2分，共 20分)

1. 在允许的条件下，实验中通常对同一物理量进行多次重复测量。下面叙述 错误 的是

( )

A.为了减小随机误差； B.使测量结果更准确；

C.取平均值使其更接近真值； D.为了消除系统误差。

2. 钠光平均波长 λ= 589.3nm，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为 ( )

A. 5.893× 10-7cm B. 5.893× 104A
。

C. 5.893× 10-8m D. 5.893× 10-4mm

3. 空气比热容比测定实验中，被测气体先后经历的两个热力学过程为

( )

A.等容吸热、绝热膨胀； B.等压膨胀、等容吸热；

C.绝热膨胀、等容吸热； D.等容吸热、等压膨胀。

4. 光的干涉衍射实验中，若双缝间距为 a，双缝与屏距离为D。则下面叙述 错误 的是：

( )

A. D不变，a越大，干涉条纹越密集； B. a越大，D越小，干涉条纹越密集；

C. a越小，D越大，干涉条纹越密集； D. a不变，D越小，干涉条纹越密集。

5. 在组合干涉仪实验中，下列叙述 错误 的是: ( )

A.向空气管内充气时，两束相干光的光程差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

B.干涉条纹的疏密与平面镜的位置有关，与平面镜的角度无关；

C.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压电常数时，每移动一个条纹压电陶瓷的形变量为半个波长；

D.空气的折射率与温度、压强等因素有关，若只考虑压强，空气折射率随压强的升高而变

大。

6. 分光计的调整及应用实验中，用分光计测量的哪四种谱线的波长： ( )

A.紫、绿、蓝、黄 2； B.紫、绿、黄 1、黄 2；

C.紫、中强紫、黄 1、黄 2； D.紫、蓝、黄 1、黄 2。

7. 在弹性模量测定实验中，通常先预加 1kg砝码，其目的是 ( )

A.拉直金属丝，避免将拉直过程当做伸长过程进行测量；

B.使系统稳定，底座水平；

C.消除摩擦力；

D.减小初读数，消除零误差。

8. 在电桥测电阻实验中，自组单臂电桥测未知电阻，不能 保护检流计的是： ( )

A.开始测量时，立即按下检流计一侧的红色开关按钮；

B.开始测量时，电源电压调至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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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开始测量时，使检流计一侧的红色开关按钮弹起；

D.开始测量时，使比例臂两电阻等值，比较臂电阻值接近待测电阻。

9. 在扭摆法测定刚体转动惯量的实验中，下列叙述 错误 的是 ( )

A.对同一组仪器而言，若测得待测物转动周期越大则转动惯量越大；

B.通常可用塑料圆柱标定弹簧的扭转常数K；

C.对同一组仪器和待测物而言，不同的初始摆角测得周期会有差异；

D.刚体转动惯量与转轴位置有关，通过质心转轴的转动惯量最大。

10. 一束光透过一偏振片后照射到白屏上，旋转偏振片观察白屏上的光斑的亮度有变化，且可

产生消光。由此可以判断此束光 ( )

A.一定是线偏振光； B.一定是自然光；

C.一定是部分偏振光； D.无法判断。

二、判断题 (每小题 2分，共 20分对的在括号中画“√”，错的画“×”)

1.使用高精度仪器、采用合理的测量方案并多次测量一定能消除随机误差。 ( )

2.光学元件的表面被弄脏时，可以用干净纸或干净布擦拭。 ( )

3.电桥测电阻实验中，比例臂电阻值对电桥灵敏度无影响。 ( )

4.弹性模量实验中，细金属丝一定比粗金属丝的伸长量大。 ( )

5.刚体转动惯量实验中，弹簧的初始摆角应当大于 90o。 ( )

6.空气比热容比测定实验中，若放气不充分将会使测量结果 γ偏大。 ( )

7.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速度与其自身频率无关，只取决于空气本身的性质。 ( )

8.光的干涉衍射实验中用单缝衍射、双缝干涉、光栅衍射三种方法测量激光波长。 ( )

9. 超声声速的测定实验中，输入压电换能器的电信号频率不能是任意值，应为压电换能器谐

振频率。 ( )

10.压力传感器特性及固体密度的测定实验中，通过电阻应变片组成电桥实现非电量的电测

法，传感器的线性程度及灵敏度是衡量传感器的重要参数，灵敏度的单位是 V/kg或

mV/g。 ( )

三、简答题 (20分)
1. 图 3.1.1、图 3.1.2分别为 50分度游标卡尺、1级千分尺等比缩放刻度示意图。根据刻度读

出数值 (写明单位)。 (4分)

图 3.1.1 50分度游标卡尺刻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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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千分尺零值误差刻度图

2. 简述分光计的四个组成部分及分光计调整要求。 (8分)

3. 画出单臂电桥测电阻电路图，并写出电桥平衡条件。 (8分)

四、综合题 1(20分)

1.拉伸法测弹性模量实验中，完成一次完整测量得到望远镜中读数变化如下表

表 4.1 望远镜中标尺读数改变n与负荷m关系的测量记录

砝码个数 i mi(kg)

标尺读数 (cm) 读数改变量

逐加 逐减 平均ni
 ni= ni


-n0


 
(保留至小数点后两

位)

0 0.0000 5.24 5.22 5.23

1 0.5000 5.64 5.64 5.64

2 1.0000 6.03 6.05 6.04

3 1.5000 6.43 6.45 6.44

4 2.0000 6.84 6.86 6.85

5 2.5000 7.28 7.28 7.28

6 3.0000 7.70 7.68 7.69

7 3.5000 8.12 8.10 8.11

8 4.0000 8.53 8.53 8.53

9 4.5000 8.93 8.93 8.93

(1)计算表中ni值，将结果直接填入表中。用逐差法计算加一个 0.500kg砝码的读数改变值

n(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8分)
(2)若光杠杆长臂长：D= 125.0cm,光杠杆短臂长：R= 5.00cm，根据 (1)中n值计算加一个

0.500kg砝码时金属丝的伸长量 (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8分)
(3)若望远镜调焦轮受损，可调范围很小，导致望远镜中无法看清标尺的像。你认为如何去

做才能继续进行实验？ (4分)

五、综合题 2 (20分)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内蒙古工业大学《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目标 3是：基于实验课程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

特点，树立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激发学

生积极主动的探索精神、与他人合作的精神和团队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和实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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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总而言之，内蒙古工业

大学《大学物理实验》以秉持科学精神作为价值观的引领方向。

科学精神就是求真，至善，唯美。真善美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的不同方面，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诚信、友善是真、善的品格含义，文明、和谐、平等

是美的概念外延。从物理学意义上看，真表示真理，求真就是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善除了

善良之意外还有擅长、高明、工巧的含义，至善就是追求更好和完美；美还是一种科学思维方

法，物理学家认为物质世界需要利用美学原理来认识。

一般意义上的真善美，是人通过正确的认知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一种理想境界，也是

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追求的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在

《离骚》中表达了对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这既是求真也是求善。庄子在《庄子·外篇·天下》中

写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是唯美，唯美也，实则求真也。《礼记·大学》开篇即言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物理学家相信隐藏在大自然美丽表象背后的自然法则也是美的，美已经成为一种科学思

维方法。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把美学原则作为选择和评价正确理论的重要标准，他预言存在

正电子就是基于美学中的对称性原则；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把庄子的上述名言写在其藏书

的扉页上，视之为物理学的美学原则；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把求真的科学和唯美的艺术视为一

枚硬币不可分割的正反面，指出“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

的普遍性。”以上三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杰出物理学家都将真和美作为自然法则的基本属

性。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物理学发挥了决定性

的作用，它的基本理论已经成为我们对宇宙认知的最核心部分，物理学在近三百年间引发的科

技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物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科学

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影响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人类的思维方式。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所注

重的对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科学观察和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实践训练，以及

对求实精神、创新意识、科学美感的培养，更是凸显了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育人价值和意义。

物理学的知识、方法和精神，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科学引领作用。

材料二：“光的本性认识之争”

在本学期所开设的 8个实验题目中，有 4个实验题目涉及到光学，从这些实验中，我们了

解到了光的本性之争，这就是一个求真、至善、唯美的过程，题写了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用一

个个实验事实证明了光的本性，也为现代光学检测仪器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下面我们追寻着

物理学家的脚步，一步步回忆光的本性认知之争。

在 1801年托马斯·杨的双缝干涉实验之前，光的微粒说已经统治了物理学一个世纪。尽管

双缝干涉实验是光的波动说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波动说并没有因此一举击溃微粒说，相反却受

到了强烈压制而沉寂了十数年，直到菲涅耳的出现才逐步得以确立。托马斯·杨和菲涅耳不畏

权威、探索真理的坚强意志和求真品格，是推动物理学不断发展、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精神动

力。光的波粒之争是在认识光的本性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反映了追寻科学真理之路的艰

难曲折以及物理学家的科学精神。它涉及到大学物理实验中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等多个教

学内容。

物理学对“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探索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从微粒说到波动说、直到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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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粒二象性的确立，其中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发展历史。在 17世纪后期，惠更斯继承了胡克的

思想，认为光是在以太中传播的纵波，提出惠更斯原理，解释了衍射、光的反射与折射、双折射

等现象，他在 1690年发表的《光论》标志着波动说的初步形成。在同一时期，牛顿用微粒说对

众多光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完成了可与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媲美的《光学》(为
避免争论，牛顿将其推迟到 1704年出版)。《光学》代表了当时光学研究最全面、最高的成就，

充分体现了牛顿的科学探索精神，对后来的科学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用微粒说去

解释有关光学实验现象是错误的。由于牛顿崇高无上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在长达一个世纪

内微粒说成为光的主流理论，波动说受到压制，这也许是牛顿本人也没有料到的结果。

直到 1801年，英国托马斯·杨重新思考牛顿做过的实验和学说，用波的干涉原理解释了薄

片上的颜色和牛顿环，他在 1807年总结出版了《自然哲学讲义》，第一次描述了物理学史上最

经典的实验之一——杨氏双缝干涉实验。双缝干涉实验为波动说提供直接的证据，严重挑战

了与牛顿联系在一起的微粒说。托马斯·杨关于波动说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受到了当时一些学

术权威的激烈批评，甚至被攻击是“没有任何价值”“荒唐，不合逻辑”，天才的托马斯·杨在十多

年间被当作梦呓者几乎被埋没。他说：“尽管我仰慕牛顿的大名，但我并不因此非得认为他是

百无一失的。我⋯⋯遗憾地看到他也会弄错，而他的权威也许有时甚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年轻的法国工程师菲涅耳开始做光学研究时，并不知道十多年托马斯·杨已经取得的成

就。由于一些数学假设不够好，他的研究同样受到学术权威的反对，这反而激励了他。菲涅耳

用子波相干叠加思想把惠更斯原理发展为惠更斯菲涅耳原理，提出了计算衍射光强的菲涅耳

衍射积分公式。菲涅耳参加了 1818年法国科学院的一个悬赏征文比赛，他用他的理论通过严

密的数学推理，圆满地解释了征文比赛设定的光的衍射问题。作为竞赛评委之一的泊松是微

粒说的支持者，他把菲涅耳衍射理论应用到圆盘衍射，发现在圆盘影子中间将会出现亮斑，泊

松觉得这是十分荒谬的。同是竞赛评委的阿拉果给予菲涅耳坚定的支持，结果通过实验发现

了影子中间的亮斑 (“泊松亮点”)。菲涅耳一举成名，波动说也取得重大成功。

除了刻薄的攻击，托马斯·杨重新高举起的波动说大旗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新的实验事

实，这就是 1808年法国马吕斯发现的光的偏振现象。由于惠更斯认为光是纵波，因而波动说

无法解释光的偏振现象；另一方面法国的毕奥根据微粒说用非常优美的数学对偏振作出了解

释，并得到拉普拉斯等数学家的赞赏。偏振现象被当作波动说与实验事实相矛盾的重要证据，

就像双缝干涉被当作微粒说与实验事实相矛盾的重要证据一样。托马斯·杨坚持自己的信念，

为此给马吕斯写信：“您的实验只是证明了我的理论有不足之处，但没有证明它是虚假的。”

托马斯·杨意识到，要使波动说走出光的偏振困境，必须抛弃惠更斯的纵波假设。他在

1817年和 1818年两次写信给法国的阿拉果，在信中他把光的振动看作是垂直于速度传播方向

的横向振动，就像绳索上的振动一样。事实上，他已经明确提出了用横波来解释光的偏振现象

的线索。托马斯·杨用横波修正了惠更斯波动说中光是纵波的错误，使光的波动说前进了一大

步，这比麦克斯韦确立光是电磁波 (横波)提早了半个世纪。

阿拉果给菲涅耳看了托马斯·杨写给他的第二封信，托马斯·杨关于光是横波的思想给了菲

涅耳极大的启发，他明确地提出光是横波，并在 1821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偏振光线的相互作

用》中，用光的横波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偏振现象。遗憾的是，德高望重的阿拉果由于对横波这

一革命性的新概念持怀疑态度，主动放弃了在这篇论文中署名。

菲涅耳发展了惠更斯和托马斯·杨的波动说，由于他作出的重大贡献而成为波动光学之

父。随着真空和介质中光速的精确测量以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光的波动说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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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物理学范畴内得以确立。

在上面这个案例中，我们体会到物理学理论的逻辑顺序与创建过程并不总是一致的，其中

的曲折反复充分体现了人类认识自然、发现规律常常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而在这个过

程中物理学家们特别是年轻物理学家的热情锐气、创新勇气和求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

发展进程。

请回答下列问题：

1. 1 本学期大学物理实验中，哪个光学实验题目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3分)？
2《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目标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不仅要获取知识，培养能力，更要有价值观

塑造 (养成良好的素养)，结合上述材料，试说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塑造了你什么样的

价值观 (3分)？
3 学完这门课程，你有什么心得体会 (回答不少于 100字，4分)？

2. 1 什么是光的偏振 (2分)？
2 详细说明怎么检测一束光是线偏振光 (4分)？
3 检测光的偏振态的仪器是什么 (2分)？怎样获得线偏振光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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