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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金属丝的杨氏模量及泊松比 

预习测试 

1. 下列对于杨氏模量和泊松比描述正确的是（杨氏模量和泊松比是材料固有特性，相互独

立） 

2. 以下哪种物理特性不是软木塞用于玻璃瓶塞的主要原因（密度小于水） 

3. 把金属丝接入非平衡电桥后，对两个焊点进行哈气，Ug变化的原因是（金属丝两端有温

差，产生了温差电动势） 

4. 下列关于泊松比的说法，不正确的是（材料的泊松比与其横向和纵向的应变量有关） 

5. 同一种金属材料,下列那种形状的泊松比比较大？（都一样大） 

出门测试 

1. 实验开始时需要在金属丝末端的托盘上放置 1~2 个砝码，其作用是（将金属丝拉直） 

2. 以下对本实验中的近似或者假定描述不正确的是（在金属丝受到拉伸电阻发生变化时，

只考虑了直径变化的影响，忽略了长度变化的影响） 

3. 实验室提供的读数显微镜最小分度是（10μm） 

4. 把金属丝接入非平衡电桥，接通电路调平衡后，在对两个焊点哈气的时候，以下情况正

确的是（对两个焊点哈气，一个 Ug变大，另一个 Ug变小） 

5. 实验中若出现右侧焊点的移动方向与金属丝不平行，可能的原因是（读数显微镜歪斜） 

霍尔效应 
预习测试 

1. 量子霍尔效应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现的？（极低温度，强磁场） 

2. 如何用实验方法判断磁场与霍尔元件法线是否一致（固定磁场和电流大小，测量霍尔电

压） 

3. 地理的南北极和地磁的南北极有什么关系？（反向） 

4. 如何消除爱廷豪森效应（电路中通交流电） 

5. 哪种材料的霍尔元件灵敏度高？（半导体） 

出门测试 

1. 什么是对称测量法？（改变通过霍尔元件的电流方向，改变通过霍尔元件的磁场方向） 

2. 如何消除霍尔效应中的副效应？（对称测量法） 

3. 如何判断霍尔片是否有不等位电势？ 

用对称消除法测量数据判断 

不加磁场时给霍尔片通电流，测量上下两个焊脚间的电压 

4. 如何判断霍尔元件的载流子类型？ 

霍尔电压的正负 

通过霍尔片的磁场方向 

通过霍尔片的电流方向 

5. 如何通过霍尔效应实验仪器判断小磁针是否磁化？ 

固定线圈内的电流方向，把小磁针放到线圈内磁场和线圈外磁场 

把小磁针放到线圈附近固定位置，改变线圈内的电流方向 

磁阻效应 
预习测试 



1. 在本实验中用惠斯通电桥测锑化铟片的磁阻效应，电路中的总电流要恒定吗？（要） 

2. 本实验中用惠斯通电桥测锑化锢片的磁阻，通过锑化铟片的电流要恒定吗？（要） 

3. 电源的内阻是固定不变的吗？（不是） 

4. 什么是磁阻效应？（半导体在外加磁场作用下电阻率增大的现象） 

5. 锑化锢片的电阻与磁感应强度的关系是怎样的？ 

较弱磁场中，锑化铟片电阻相对变化率ΔR/R(0)正比于磁感应强度 B的平方； 

在强磁场中ΔR/R(0)与磁感应强度 B呈线性函数关系。 

出门测试 

1. 当工作电流为锑化铟片的水平方向，测水平方向电阻随磁场的变化情况时，片子垂直方

向的两个脚开路和短路时实验结果有何不同？（短路时磁阻效应更明显） 

2. 磁场不变，通过锑化铟片的电流变大时，磁阻会有什么变化？（电阻变小） 

3. 惠斯通电桥测电阻时若电桥的一个臂没接通，会出现什么现象？（平衡指示器指针总往

一个方向偏） 

4. 锑化铟片放入垂直磁场中，通过锑化铟片的工作电流为锑化铟片的水平方向时，如何测

量锑化铟片垂直方向的电阻？（相当于测电源的内阻） 

5. 磁阻效应实验中用的恒流源根据什么参数设置输出电压？（电路中的电流、电路中的电

阻） 

电子小制作 
预习测试 

1. 电容的种类有（纸介电容、云母电容、薄膜电容、铝电解电容、陶瓷电容） 

2. 印刷电路板（PCB 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s），具有的优点有 

设计可以标准化，利于互换 

布线密度高，缩小了体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电子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利于机械化、自动化生产，降低造价 

实现了各个元器件间的牢固连接，代替了原来复杂的布线，减少了工作量 

3. 在二极管中，根据其功能的不同，可分为（检波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整

流二极管、变容二极管、开关二极管） 

4. 单向晶闸管一旦触发导通，控制极就失去了控制作用。（正确） 

5. 无级调压台灯电路可以用滑线变阻器进行调压。（错误） 

出门测试 

1. 在五环色环电阻中，表示数值为 3、9的颜色是（橙、白） 

2. 在五环色环电阻中，表示数值为 1、0的颜色是（棕、黑） 

3. 图中五环电阻的阻值是（390000±3900）欧姆 

 

迈氏干涉仪 
预习测试 

（新增题目，最后更新于 10.12 19:55） 

1. 以下光源相干长度最长的是（氦氖激光） 



2. 在测量光的波长时，干涉条纹每吞（吐）一个圆环，M1镜和 M2镜的虚像 M2'之间的距离

改变量为（1/2波长） 

3. 改变 M1镜和 M2镜的虚像 M2'之间的距离观察干涉条纹，当距离增大时条纹（吐出），当

距离减小时条纹（吞入）。 

4. 要精确测定出 M1 和 M2 两路光程差为 0 的位置，我们需要采用的光源是（白光），利用

了其（相干长度短）的特性。 

5. 迈克尔逊干涉仪是一种利用分振幅产生双光束实现干涉的精密测量装置。（正确） 

6. 迈克尔逊干涉仪是一种利用分波前产生双光束实现干涉的精密测量装置。（错误） 

7. 当两路光的光程差为波长的整数倍时，干涉条纹为明条纹。（正确） 

（旧版本题目） 

1. 以下光源相干长度最短的是（白光） 

2. 在测量光的波长时，干涉条纹每吞（吐）一个圆环，M1镜和 M2镜的虚像 M2'之间的距离

改变量为（1/2波长） 

3.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 M1镜和精密丝杆相连，其读数时可以估计到（10-5mm） 

4.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结构如下图所示，请问半反射膜镀在图中 A1、A2、B1、B2这四个面中

的哪一个面（A2面） 

 

5. 在迈克尔逊干涉仪实验中，单色点光源产生的是非定域干涉条纹，把观察屏放在光传播

空间中的任意位置都能观察到干涉条纹。（正确） 

6. 当两路光的光程差为半波长的奇数倍时，干涉条纹为明条纹。（错误） 

出门测试 

1. 如果在毛玻璃观察屏上看到激光干涉条纹为细密的直条纹，说明（M1 和 M2 两路的光程

差较小，M1和 M2'的平行度不高。） 

2. 在测量透明薄片（薄片放在 M1镜前）折射率的实验中，首先需要在不加薄片时利用激光

干涉条纹将两路光程差调到接近于零，该过程中正确的状态为（逆时针转动鼓轮，条纹

内吞。） 

3. 换上白光光源后，应该如何调节以获得白光干涉条纹？（逆时针转动小鼓轮。） 

4. 在干涉仪读数刻度调零的时候，应当 

大小鼓轮转动的方向必须一致 

先调整小鼓轮和零刻度对齐，再调整大鼓轮与某一刻度对齐 

5. 在测量激光波长的过程中，M1镜移动的方向可以改变。（错误） 



传感器 
预习测试 

1. 在电阻应变式传感器测量电路中，提高其灵敏度应该采用（全桥电路） 

2. SnO2半导体材料常用于（气敏传感器） 

3. 下列物理量适合于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进行测量的（温度） 

4.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由金属材料制成 

当应变片的表面拉伸时，其电阻变大 

外力越大，电桥输出的绝对电压值也越大 

5. 压阻式压力传感器 

灵敏系数大、分辨率高 

由半导体材料制成 

出门测试 

1. 对于实验中应变片的受力情况，可以采用哪些方法进行判断 

直接测量应变片的电阻变化 

采用测量电路，测量应变片的电压变化 

2. 在压阻传感器实验中，搭建一个压力感应报警器，须注意哪些条件 

继电器并联一个保护二极管 

传感器电路与智能开关电路同时”共地“ 

在一定压力条件下，报警器才能正常工作 

3. 电阻应变片传感器是由应变片和转换电路构成的（正确） 

4. 若要精确测量微小应变引起应变片的电阻变化，通常不需要采用电桥电路测量（错误） 

5. 在外力作用下，金属应变片发生机械形变时其电阻值将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应变效

应；在外力作用下，半导体硅的电阻率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压阻效应（正确） 

双臂电桥 
预习测试 

1. 低电阻测量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因为（导线和接点处本身电阻不能忽略） 

2. 对图 7-6 和图 7-7 进行分析。当电桥平衡时，通过检流计 G 的电流 IG=0，测量结果为

Rx=(R/R1)Rn。下面哪个条件不正确（检流计内阻要尽可能小） 

3. 图 7-4所示四端接法的低电阻，测量结果 Rx是（BC间电阻） 

 

4. 图 7-1所示，用安培表和毫伏表按欧姆定律测量电阻 Rx，Rx=V/l。考虑到连接电流表﹑

毫伏表与待测电阻的导线电阻及各接点处的接触电阻后，等效电路图如图 7-2所示，其

中，Ri1，Ri2，Rx1，Rx2，Rix1 和 Rix2 分别为各支路等效的附加电阻。如果 RX 低至，

哪个电阻对测量 Rx的准确性影响最大？（Rix1 和 Rix2） 



5. 1Ω 以下 

出门测试 

1. 双臂电桥实验中检流计使用结束后，应该放置在哪个档位（短路档位） 

2. 双臂电桥实验结束后，电桥的粗调和细调开关旋钮松开（正确） 

3. 图 7-4所示为四端接法的低电阻 Rx，其等效电路图 7-5中，Ri1包括如下附加电阻（AB

端的导线电阻和该支路的等效接触电阻） 

 

非平衡电桥 
预习测试 

1. 设计一个非平衡电桥来进行测量，能否做到灵敏度又高，（桥路输出）线性关系中电阻值

变化范围又无限宽的非平衡电桥？（不能） 

2. 在实际工程和科学实验中，很多物理量是连续变化的，只能采用（非平衡）电桥来测量。 

3. 在直流电源输出电压恒定不变、其中一个桥臂电阻改变量一样的情况下，等臂、卧式、

立式三类非平衡电桥中，哪一类的灵敏度最高？（等臂） 

4. 非平衡电桥测量中，直流电源的输出，是恒压模式，还是恒流模式？（恒压） 

5. 非平衡电桥的输出特性中，电桥的灵敏度是怎么定义的？ 

相对灵敏度,桥路电压输出量的改变量与其中一个桥臂电阻的相对改变量（也叫应变量）

之比 

绝对灵敏度，桥路电压输出量的改变量与其中一个桥臂电阻值的绝对改变量之比 

6. 应用非平衡电桥测量电阻时，第一步为什么先要把电桥调节到平衡状态？ 

为了消除桥臂电阻之间连接导线电阻的影响 

为了理论上需要 

7. 非平衡电桥的桥路输出电压，在什么情况下与被测量电阻的阻值变化量成正比？ 

桥路接入的测量电压表，内阻很大、无穷的情况下。 

电源对电桥的输出电压，要保持不变、恒定的情况下。 

被测电阻阻值的改变量，与桥臂电阻（初始）值相比，很小。 

8. 非平衡电桥与平衡电桥有什么异和同? 

电桥外形、电阻布局基本一致。 

非平衡主要用来测量其中一个臂上的电阻的改变量、或变化量。 

非平衡电桥测量前，要把电桥调节到平衡状态之后再使用。 

平衡电桥主要用来精确地测量其中一个桥臂上稳态的未知电阻值。 

9. 下列哪些因素会使非电桥测量结果误差增大？ 

检流计没有调好零点 

电源电压太低 

导线电阻不能完全忽略 

检流计分度值大 

电源电压不太稳定 

10. 非平衡电桥的电压输出的灵敏度，是由桥路输出电压表灵敏度决定的吗？ 



不是 

电阻的精度，及最小改变量 

电源输出的电压大小 

出门测试 

1. 提高非平衡电桥灵敏度，有几种方法？（提高电源输出电压） 

2. __①__电桥、__②__电桥输出电压比__③__电桥高，因此灵敏度也高。但__④__电桥测

量阻值范围大。（①等臂②卧式③立式④立式） 

3. 若待测电阻 Rx的一个头没接（或断头），电桥是否能调平衡？（不能） 

4. 电桥由哪几个部分组成？（桥臂电阻、电源、开关、导线检流计） 

5. 电桥的平衡条件是什么？（桥路电流为 0、对边臂电阻乘积相等） 

双光栅实验 
预习测试 

1. 一束连续谱白光垂直照射到衍射光栅上时，形成的同一级光栅光谱中，偏离中央明纹最

远的是（红光） 

2. 以下关于分光计调整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本实验中无需调整阿贝目镜。） 

3. 一光栅宽 5cm，每 1mm有 400条刻线，波长 500nm光波正入射时,第二级衍射谱的衍射角

最接近于？（23°34'） 

4. 下列关于分光计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分光计细调中对半调整过程只需要对载物台下方螺丝进行调整。 

实验中需要反复多次调整分光计阿贝目镜前后位置。 

分光计粗调时无需调整望远镜部分。 

5. 光栅常数是指光栅透光刻线的宽度，光栅常数越小越好。（错误） 

6. 光栅是一种周期性光调制器件，但只有光垂直入射时才能进行调制。（错误） 

出门测试（标准答案暂缺，以下答案得分：7/10） 

1. 关于实验中数据测量和处理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为计算待测样品折射率本实验中需

要测量条纹间距的值） 

2. 本实验中是使用何种仪器固定两块光栅的？（万向节和镜片夹具） 

3. 利用双光栅 Lau效应测量平板玻璃折射率实验读数环节中，说法错误的是（） 

要读分光计上双游标的读数，因为样品放置位置可能偏离中心 

需要连续转动载物台，每移动 10条亮条纹，读一次角位置 

4. 下列对双光栅 lau 效应实验中两块光栅位置关系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两块光栅需要平行放置，光栅面可以不垂直仪器主轴 

两块光栅需要平行放置，光栅刻线需要严格对齐，沿光栅面方向不能错开 

两块光栅间距为某一特定数值整数倍时能看到条纹，否则无法观察到条纹） 

5. 双光栅 Lau实验可以使用激光光源（错误） 

6. 双光栅 Lau效应实验中两光栅间距越大，条纹越粗（错误） 

偏振光 
预习测试 

（新增题目，最后更新于 11.15 20:00） 

1. 根据马吕思定律，一束光强为 I0的完全线偏振光通过检偏器后光强为 I，检偏器的透振

方向和完全线偏振光的夹角为 q，I可表示为（I=I_0cos^2\theta） 

2. 本实验中作为起偏器和检偏器的是什么光学元件？（偏振片） 

3. 用一个偏振片作为检偏器，可以区分以下哪两种不同偏振态的光？（线偏振光和自然光） 



4. 利用偏振片和格陵兰镜都可以产生线偏振光，偏振片的偏振性能比格陵兰镜更好。（错误） 

（旧版本题目） 

1. 光是一种横波，光矢量的振动方向与光的传播方向垂直，一般可以分为几种偏振态？（5

种） 

2. 本实验中作为起偏器和检偏器的是什么光学元件？（偏振片） 

3. 当一束光以布儒斯特角 ib 从折射率为 n1 的介质入射到折射率为 n2 的介质上时，反射

光的偏振状态为（垂直于入射面的线偏振光） 

4. 用一个偏振片作为检偏器，无法区分以下哪两种不同偏振态的光（部分偏振光和椭圆偏

振光） 

5. 可以利用布儒斯特定律来校准偏振片的透振方向。（正确） 

6. 本实验中的起偏器和检偏器都是偏振片，但两者在使用时需要做区分，不能交换使用。

（错误） 

出门测试 

1. 在验证马吕斯定律的实验中，所用激光源为部分偏振光。如果固定检偏器的角度不动，

通过改变起偏器的角度来改变两者之间透振方向的夹角，是否仍然可以验证马吕斯定律？

如果将所用激光源换为自然光或圆偏振光，该方案是否可以验证马吕斯定律？（否、是） 

2. 实验室的大屏幕显示器所发出光线的偏振态为（线偏振光） 

3. 在测量样品布鲁斯特角的实验中，入射光的偏振方向应该如何控制？（调整为平行于入

射面的线偏振光） 

4. 关于 1/4波片的说法正确的有 

线偏振光经过 1/4 波片后可以还是线偏振光 

其产生的相位延迟对光的波长敏感 

5. 利用 1/4波片可以将线偏振光变成椭圆偏振光或圆偏振光（正确） 

接触角仪 
预习测试 

1. 某材料对纯水的接触角为 135°，则此材料为（疏水） 

2. 在进行本实验测量时,使用下列哪个液滴体积是不规范的?（6μl） 

3. 本实验采用接触角测量方法为（影像分析法） 

4. 下列图示中,哪个角为接触角（∠BOC） 

5. 本征接触角一定大于表观接触角（错误） 

出门测试 

1. 表面能大的材料接触角（小） 

2. 实验测得某织物的接触角为 120°，则 120°为该织物的（表观接触角） 

3. 离开实验室前，需要做哪些整理工作？（全选） 

照明光源调到最低 

清理自制样品载玻片 

抬起  系统 

退回进样器千分头至 50刻度处 

将所有样品放回样品盒中，并整齐排列 

清理实验台垃圾 

关闭电脑 

4. 本征接触角一定大于表观接触角（错误） 

5. 接触角仪照明灯光越亮越好（错误） 



超声系列实验 
预习测试 

1. 当超声波的频率较低时，扩散光束通过有超声波的介质后，在屏上观察到的明暗相间的

水平条纹是（超声波波阵面轮廓成像） 

2. 声波在传播的过程中，如遇到反射产生信号叠加形成驻波，会对声光效应造成什么影响？

（加剧） 

3. 超声波是（机械波、纵波） 

4. 以下描述正确的是 

声光效应指的是超声致光衍射的现象。 

超声光栅指的是声波为超声波的声场光栅。 

声场光栅指的是存在声波场的介质。 

5. 下列有关拉曼-奈斯衍射的描述，正确的是 

实验中的声光介质可近似看做为相对静止的”平面位相光栅“。 

其衍射规律与平行光通过平面透射光栅产生的衍射相似。 

超声波的频率不是很高。 

6. 有关利用超声光栅拉曼-奈斯衍射测量液体中声速的描述，正确的是 

超声波的频率选择在 10000KHz左右。 

计算超声波的波长，用到角度θ很小的特性。 

观察到清晰的现象时，声光介质中必然形成驻波振动。 

7. 有关观察声场光栅结构，并测量液体中声速的描述，正确的是 

预期观察到的图形是明暗相间等间距的分布条纹。 

观察到清晰的现象时，声光介质中必然形成驻波振动。 

计算超声波的波长，用到相似三角形的原理。 

8. 超声波在液体中传播时，其声压使液体分子的分布产生周期变化，液体被周期性地压缩

或膨胀,其密度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从而引起液体的折射率也相应的作周期变化。（正

确） 

9. 声波在水中传播的速度受水温影响，在 10℃-40℃之间水温越高，传播速度越快。（正确） 

10. 在历史上，声光效应现象是先被人们在实验中发现，经过约 10年后才给出理论解释的。

（错误） 

出门测试 

1. 实验前后需要分别测量水温求平均值。为什么实验过程中水温会发生变化？（超声换能

器工作中释放的热量使水温升高。） 

2. 拉曼-奈斯衍射及声速测量中，若光屏仅观察到+1、0、-1级斑点，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调节超声换能器水平调节螺钉，使换能器与水槽底部尽量平行。 

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 

3. 两个实验内容需要使用不同的超声换能器，原因是 

超声换能器应工作在固有频率附近才能有较高的换能效率。 

两个实验所用的超声波频率相差太大。 

4. 声场光栅演示及声速测量中，为使光屏上光栅投影条纹间距 T测量的更准确，应该 

适当增大水槽与光屏之间的距离。 

一次测量连续多个条纹之间的距离，取平均值。 

5. 声场光栅演示及声速测量中，若光屏上光栅投影条纹不够清晰，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 

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强度。 



调节超声换能器水平调节螺钉，使换能器与水槽底部尽量平行。 

空气阻尼测定实验 
预习测试 

1. 有关本实验中 U型水柱压差管的描述，正确的是 

U型水柱压差管一端连接压缩空气箱的特定位置。 

U型水柱压差管压差与外喷头上 3cm处的流速满足一定的关系。 

2. 实验所用的平板测试物相比流线型测试物，在相同条件下所受阻力更大，原因是 

后方由于局部真空产生了涡流，产生了拉力。 

正前方受到的气流压力较大。 

3. 有关出风口气流的描述，正确的是 

随着出风口距离的增大，气流的横截面积随距离的平方增大。 

随着出风口距离的增大，气流因向四周扩散，其流速减小。 

4. 有关压缩空气箱的描述，正确的是 

同一高度﹒不同半径处，气体的压强呈中轴线附近低、边缘高的趋势。 

在大圆筒不同的高度﹑相同的半径处，气体的压强变化不大。 

5. 本实验中鼓风机和压缩空气箱的作用是 

压缩空气箱有缓冲作用，在出风口形成稳定气流。 

鼓风机产生气流，但不稳定。 

6. 同一形状的物体受到的风阻与哪些因素有关（风速、材料表面粗糙程度） 

7. 流阻仅与物体的形状和表面光滑程度有关，与流体无关。（错误） 

8. 本实验需要稳定的气流，鼓风机和压缩空气箱一起起到产生稳定风源的作用。（正确） 

出门测试 

1. 本实验中，为尽量使测试物受到均匀一致的气流,应将测试物固定在（外喷头上方 3cm处） 

2. 鼓风机工作时,压缩空气箱内的气体压强与大气压相比（更大） 

3. 在测量不同形状物体的相对阻力系数实验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不同形状物体的最大

半径处最低点对齐） 

4. 实验开始前，U型液位差计左右两边读数不同，可能的原因是（标尺安装倾斜） 

5. 下列有关本实验的描述，正确的是 

使用手持数字压差计测流速时，需要保持探测口与气流垂直。 

每换一个测试物后，需要重新按”清零“键校零。 

U型管中水位高度在 U型管的一半高度附近即可，无需太严格。 

光纤传感器 
预习测试 

1. 本实验中透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是下列哪项入射光参数进行了调制？（光强） 

2. 关于微弯光纤位移传感器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定标实验中我们测量微弯器水平方向位移和透射光强。 

定标实验中为了保护光纤降低损耗，应该使用保护层足够厚的光纤。 

3. 关于光纤，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出射光的光功率相比入射光会减小，但是波长不变。 

可以通过增加涂覆层厚度增大光纤的数值孔径。 

出射光的偏振状态与入射光相同。 

4. 多模光纤的模式色散较小,一般用于远距离传输。（错误） 

5. 可见光波段光波可通过光纤传输，只是损耗程度不同，但紫外光不行。（错误） 



出门测试 

1. 以下哪种方法不能减小反射式光纤位移传感器定标过程的测量误差？（增大位移步长） 

2. 关于微弯光纤位移传感器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定标实验中我们测量微弯器水平方向位移和透射光强。 

定标实验中为了保护光纤降低损耗，应该使用保护层足够厚的光纤。 

3. 入射光在光纤中传输时不会发生散射，但会有色散。（错误） 

4. 光纤位移传感实验中用的二维平移台，精度最高为 0.1mm（错误） 

5. 强度调制光纤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是待测物理量引起光纤中传输光的振幅和相位的变化,

通过检测振幅和相位的变化实现对待测量的传感测量。（错误） 

6. 单模光纤只能传输一种模式，通常不用于远距离传输，纤芯直径小于多模光纤。（错误） 

对切透镜的光学实验 1 
预习测试 

1. 两束光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可能产生稳定清晰的干涉现象（频率和振动方向相同且相位

差稳定） 

2. 光源位于 1倍焦距的情况下，比列对切透镜实验可以仕无穷远处观察到干涉条纹（错误） 

3. 比列对切实验采用的是分振幅干涉的原理（错误） 

4. 利用劳埃德镜，可以精确地测量头发丝的直径（错误） 

5. 比列对切实验中，在光屏处观察到的条纹是经过透镜放大后的干涉条纹（正确） 

出门测试 

1. 下图显示的是本实验室哪—种实验的干涉现象（比列对切透镜光源位于 1-2倍焦距之间） 

 
2. 使用劳埃德镜测量扑克牌厚度的实验中，借鉴以下哪个实验中用过的数据测量方法，可

以获得更高的测量精度（单摆法测重力加速度） 

3. 在劳埃德镜实验中，开始测得的条纹间距为 x1，在加入待测的薄样品后测得的条纹间距

为 x2，我们只需要再知道狭缝到光屏的距离 L就可以计算薄样品的厚度（错误） 

对切透镜的光学实验 2 

预习测试 

1. 两束光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可能产生稳定清晰的干涉现象（频率和振动方向相同且相位

差稳定） 

2. 光源位于 1倍焦距的情况下，梅思林对切透镜的干涉区域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错误） 

3. 根据费马原理，光传播的路径是光程取极值的路径。如果光源 S发出的光经过透镜成像

于 S'点，那么不同角度的成像光线的光程是相等的（正确） 

4. 利用劳埃德镜，可以精确地测量纸张的厚度（正确） 

5. 杨氏双缝实验中，把双缝替换为双孔，一样可以在屏上观察到类似的干涉条纹（正确） 

出门测试 

1. 下图是梅思林对切透镜干涉成像的光路图，对于光源 S发出的光，沿上下两个透镜分别

到达 P点，其光程差为（S1P+S2P-S1S2） 



 

2. 在劳埃德镜实验中，开始测得的条纹间距为 x1，在加入待测的薄样品后测得的条纹间距

为 x2，我们还需要什么参量才能计算薄样品的厚度（激光波长和狭缝到光屏的距离 L） 

 

3. 梅思林对切透镜实验中，光源位于 1 倍焦距时干涉现象为半同心圆环，当光源位于 1.5

倍焦距位置时，干涉条纹依然是半同心圆环（正确） 

F-H实验 
预习测试 

1. 1914年弗兰克和赫兹用（电子）碰撞原子的方法测量到了汞的激发电位和电离电位，从

而证明了原子能级的存在。 

2. 弗兰克-赫兹实验为 1913 年（玻尔）发表的原子结构理论假说提供了有力的实验证据，

从而获得了 1925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3. 测定氩原子第-激发电位实验中，发现每隔 11.5V，屏流就出现一个峰，这个 11.5V对应

的是氩原子光谱中波长为（107.83）nm的谱线。 

4. 由于空间电荷的屏蔽及接触电势差的存在，弗兰克和赫兹实验中氩的激发曲线上第一个

峰的位置最可能位于（17.5V）。 

5. 由于电子与氩原子之间的能量交换，假设在 F-H管中会形成一个个光环。在弗兰克和赫

兹实验中要求在加速电压 10~95V范围扫描氩的激发曲线，你认为最多能看到（6）个光

环。 

出门测试 

1. 弗兰克赫兹实验中，F-H管的阴极 K在（灯丝加热）条件下发射电子的 

2. 激发电位曲线各极小值点的值一般不为零，且随着加速电压的增加而上升，这是由于（）

形成本底电流的结果。 

二次发射电子 

未参与激发原子的电子 

少数电子使原子电离 

3. 实验测量的激发电位曲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正确） 

4. 激发电位曲线第一个峰值出现对应的电压值是第—激发电位（错误） 

5. 弗兰克赫兹实验仪可以测量原子更高能级激发电位或电离电位（正确） 



数字表改装 
预习测试 

1. 在数字电压表头前面加一级分压电路（分压器），可以扩展直流电压测量的量程。多量程

分压器原理电路见图，它存在问题（输入阻抗低） 

 

2. 如果数字表头的最大示数为 1999（不考虑小数点位置），那么，这个表头是（三位半数

字表） 

3. 不是数字万用表的基本组成（温度测量电路） 

4. 图所示为实际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电路，它的最大优点是（不同量程具有相同的输

入阻抗） 

 

5. 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较，数字万用表具备的特性 

高准确度和高分辨力 

电压表具有高的输入阻抗 

全部测量实现数字式直读 

自动判别极性 

出门测试 

1. 数字电表改装实验中，组装表的电压表电压量程设置（始终 200mV） 

2. 数字电表改装实验中，直流电源的 C.C.电流源调节旋钮，电流源指示灯亮，应该采取操

作是迅速断电查电路。（正确） 

3. 数字电表改装实验中，直流电源的 C.C.电流源调节旋钮，电流源指示灯亮，说明短路或

主电路电阻小。（正确） 

医学物理实验 
预习测试 



1. 温度传感器是利用一些金属、半导体等材料与温度相关的特性制成的。本实验使用的温

度传感器，是将温度信息转换成易于传递和处理的（电信号） 

2. 体温计的测温范围为（35-42℃） 

3. 使用 PN 结作为传感器进行温度测量时，需要对 Ube 进行校正处理，校准后输出与温度

的变化关系为（10mV/℃） 

4. 本实验中可使用的温度传感器，包括 

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电压型集成温度传感器 

PN结温度传感器 

5. 组装数字式电子温度计时，需要用到 

放大电路 

温度传感器 

数字电压表 

出门测试 

1. 实验中控温仪的校准在哪个温度下进行?（37℃） 

2. 线性度的定义中，满量程输出指的是哪个器件的温度测量范围？（自制体温计） 

3. 实验中，LM35温度传感器连接放大电路后，在哪个温度下进行定标？（37℃） 

4. 线性度δ=ΔYmax/Y×100%。其中 Y为满量程输出，本实验中对应温度测量范围为 42℃。

（错误） 

5. 若控温仪显示稳定温度为 37℃，加热井中测得温度为 37.2℃，此时应调高 Sc参数。（正

确） 

交流谐振电路 
预习测试（标准答案暂缺，下列答案得分：9/10） 

1. 测量 L-R-C串联电路参数（例如：总电流）随频率变化特性时，信号源的设置电压（例

如：2.0V），能保持大小恒定不变吗？为什么？（因为信号源设置的电压时电源电动势，

不是端电压/不能） 

2. 品质因子 Q值，物理意义是什么？（与机械谐振一样，反应电路储存能量的效率高低/反

映电路的选频特性） 

3. 不同 Q值得 L-R-C 串联谐振电路，总电流的幅度与频率的关系曲线（幅频特性曲线），有

何不同？（曲线最高点的高、矮程度不同/曲线的尖锐、胖瘦程度不同） 

4. L-R-C串、并联电路谐振时的特点是什么？（并联谐振是电流谐振/串联谐振是电压谐振） 

5. L、R与 C串联电路的阻抗最小的条件是什么？ 

（交流）电源输出的交流电的频率，与 LRC串联本征谐振频率相等 

从电路的总复阻抗方面来看，只表现出纯电阻性阻抗 

从复阻抗方面来看，电容上的阻抗与电感上的阻抗，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6. 为什么说 L-R-C串联谐振是电压谐振？ 

因为在电容或电感上产生的交流电电压比电源电压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电容与电感上交流电压的位相（时刻都是）反向 

7. 有几种方法可以测量 L-R-C 串联电路谐振状态时的 Q值？ 

测量电路中总电流的幅频特性曲线的通频带宽来估算 

测出电路中电阻上的电压曲线，由振幅的振荡阻尼衰减特性来推算 

一种测量 Q值得 Q 表 

测量谐振状态时，电感（或电容）上电压大小与总电压的大小之间的比值 

8. R-L-C串联电路中，电路端电压 U=20V，ω=100rad/s，R=10Ω，L-2H。调节电容 C使电



路发生谐振，此时 C=__①__μF，电容两端的电压为__②__V（①50 ②400） 

9. 处于谐振状态的 R-L-C串联电路，当电源频率升高时，电路呈（电感性） 

10. 电路品质因数 Q 值的大小是电路品质优劣的重要指标。Q 值越高，谐振曲线就越陡，电

路选择性越好，通频带越（窄）。所以在广播通信中，既要考虑选择性，又要考虑通频带

宽，因此品质因数选择要适当。 

出门测试 

1.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频率，仅由电路中__①__和__②__参数值决定，而与__③__的大

小无关，它反映了电路本身的固有特性。（①L ②C ③R） 

2. 在 R-L-C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总阻抗最小，总电流最大） 

3. R-L-C串联电路谐振的条件是（ωL=1/ωC） 

4. R-L-C 串联交流电路谐振时，电阻上的电压等于端电压，电感和电容上的电压大小关系

是大小相等且为端电压的（Q）倍。因此串联谐振又称为电压谐振。 

5. 为什么说 L、R与 C并联电路谐振是电流谐振？ 

因为并联电路的电容或电感上的交流电流幅值，比电源输出的电流幅值，高几十倍甚至

几百倍 

电容与电感上的交流电流位相（时刻都是）反向（相差 180°） 

导热系数 
预习测试 

1. 本实验的稳态条件是（稳定导热条件下，通过待测盘的传热率应等于下金属盘向周围的

散热率） 

2. 下述材料中，导热系数最大的是（石墨烯） 

3. 本实验中，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测量的物理量是电压（正确） 

4. 在一般情况下，与固体材料的导热系数无关的因素（质量） 

5. 一般来说，不同材料导热系数大小的排序为气体>液体>固体（错误） 

出门测试 

1. 如果铜板在自由散热过程中旁边有大风，那么测得的导热系数是（偏大） 

2. 根据傅里叶定律,导热系数的单位应为（W/mxK） 

3. 下列材料，不可以用本实验的稳态法测量导热系数的是（铜板） 

4. 本实验中用热电偶将温度转化为电位差进行测量读数，为简化计算过程，计算导热系数

时可以直接将电压值代替温度带入公式进行计算。（正确） 

5. 一个给定物体的导热系数不仅与其材料的微观结构有关，还与物体的厚度有关。（错误） 

凯特摆 
预习测试 

1. 凯特摆设计成较重的主要目的是（减小空气阻力的影响） 

2. 凯特摆摆动时要求每次摆幅一样的主要目的是（减小对周期测量的误差） 

3. 调节摆锤位置的方法是（T1和 T2同时变大或变小，但差值越来越小） 

4. 通过调节凯特摆摆锤的位置，使得两个周期相等，得到的等效摆长，刚好是（两个刀口）

之间的距离。 

5. 实验过程中需要测量的量有哪些？（T1，T2，l（两个刀口之间距离），h1） 

出门测试 

1. 我们可以用两大放两边两小放中间，材料相同的摆锤来制作凯特摆。（错误） 

2. 凯特摆实验中，测量 10个周期和测量 1个周期，最后计算结果误差相同。（错误） 

3. 测量凯特摆周期时，当凯特摆一旦摆动，要立刻按下光电计时器的开始开关。（错误） 



4. 多次测量凯特摆周期求平均值，摆动凯特摆时，不仅要求是小角度摆动而且要求角度相

同。（正确） 

5. 调节凯特摆摆锤的位置没有逻辑，全靠试不同的位置，最后使得 T1与 T2 相同。（错误） 

摄谱 

预习测试 

1. 可见光的光谱范围是（400nm-760nm） 

2. 光谱分析仪器中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光源或光源照射的被研究物质） 

3. 通常构成光谱仪的三大部分是（接收系统、光源和照明系统、分光系统） 

4. 将复色光分成单色光的光学元件只有三棱镜（错误） 

5. 在正常色散的情况下，折射率的变化与波长的变化成一次反比例关系（错误） 

出门测试 

1. 通常中小型光谱分析仪器的线色散率倒数的数值约为（10至 1埃/毫米） 

2. 光谱仪器中，常用的接收系统有 

感光材料（胶片） 

CCD 

电光元件（光电倍增管） 

3. 光谱分析仪器中，常用的光源有 

激光器、LED 

火焰、火花、电弧发生器 

气体发电光源 

刚体转动惯量 

预习测试 

1. 本实验测量周期用的方法是（累积放大法） 

2. 利用三线摆测量转动惯量所依据的物理原理是（机械能守恒定律+谐振运动规律） 

3. 本实验中测量对精度影响最大的物理量是（T0） 

4. 平行轴定理可以描述为刚体相当于任意转轴的转动惯量，等于以其质心为轴的转动惯量

加上质量的平方乘上两轴的距离（错误） 

5. 测量待测刚体转动惯量要求待测盘质量远大于下圆盘（错误） 

出门测试 

1. 三线摆测量时转开的角度多大适宜（3-5°） 

2. 要保证下圆盘的水平需要（以上都要） 

3. 测量待测刚体转动惯量的假设条件是（放上待测物后上、下盘间距 H基本保持不变） 

4. 实验测量的 H值可能比真实值偏大，也可能偏小（错误（？）） 

5. 利用三线摆测量一质量分布均匀形状规则物体的转动惯量时，物体放置稍偏离圆环质心

中心轴，所测得的转动惯量将偏小（错误） 

单色仪标定与光谱测量 

预习测试 

1. 棱镜光谱属于（非线性）类型的光谱 

2. 棱镜的色散起源于棱镜材料（折射率）对波长的依赖关系 

3. 光栅单色仪中光栅的作用是（分光元件） 

4. 光栅单色仪可以测量哪些光谱（激光光谱、吸收光谱、光致发光光谱、荧光光谱） 

5. 钠光灯在实验室用之前不需要提前打开预热稳定（错误） 



6. 光栅光谱仪是利用衍射作为光学元件用光栅衍射的方法获得单色光的仪器，光栅光谱仪

具有比棱镜单色仪更高的分辨率和色散了（正确） 

7. 衍射光栅的色散实质上是基于单个刻划线对光的衍射（单缝衍射）和不同刻划线衍射光

之间的干涉（多缝干涉），并且多缝干涉决定各种波长的出射方向，单缝衍射决定它们的

强度分布（正确） 

8. 入射光照在光栅上时，光栅上每条刻划线都可看成为一宽度极窄的线状发光源（正确） 

9. 光栅的角色散率与波长相关（错误） 

出门测试 

1. 在使用激光激发红宝石光谱进行测量时，是否可以直视激光束（绝对不可以） 

2. 光电倍增管最适合用于（微弱信号）检测 

3. 凸透镜在把测量光引入单色仪中时主要起（在狭缝口成缩小的像）作用 

4. 光栅和棱镜，哪种可能存在鬼线现象？（光栅） 

5. 光栅光谱属于（线性）类型的光谱 

介电常数 

预习测试 

1. RLC串联电路中，当电路达到谐振时，整个电路阻抗（最小），电流（最大）。 

2. 使用螺旋测微器测量样品厚度时，正确的方法是（先把粗调旋钮转到靠近样品，然后再

转细调旋钮旋紧。） 

3. 电容表量程上标度量程为 200pF，其表达的意义是（最大量程是 200pF） 

4. 频率计算出的总电容，一般包含哪几项电容（电容器自身电容，电路中的分布电容，电

容器边缘电容） 

5. 在测量固体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的实验中，串联电容法（方法 2）相比于直接测量电容

法（方法 1）的设计解决了哪些问题（分布电容、边缘效应、样品被挤压） 

出门测试 

1. 用电容表测量平行板电容器电容量大小时，电容表量程为 200pF，读数显示为“1.”，

表示电容表读数为超量程（正确） 

2. 使用电容表测量电容器前，需要电容器两根接线短路一下，使电容表放电（正确） 

3. 电容开路时，电容的值为“0”（正确） 

4. 电容表有不同的量程，在使用不同量程时，都需要调零后使用（正确） 

5. 电容表使用前需要调零，调零的方法是表笔保存，短路调零（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