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实验中心开设的实验项目 
 
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现有实验项目总计 370 多个。由于每学年第一学期与第二学期对学

生开设的实验项目不尽相同，而且每年开设的实验项目也会有所调整，因此实际同时开设给学生进

行的实验项目约 150 个左右。 
 

“物理演示实验”实验项目目录（约 210 多个） 
第一篇  力学 （d）两质量相等小球非弹性碰撞 

（2）演示台上 
（a）两相同滑块作非接触对心弹性碰撞 
（b）两质量悬殊滑块作非接触对心弹性碰撞 

一、质点力学 
1、运动的分解 
（1）频闪仪观察水滴自由下落 
（2）平抛竖落演示 （c）两相同滑块作非接触弹性斜碰 
2、运动的相对性 （d）炮筒、炮弹间的动量守恒 

（e）炮筒、炮弹、金属网间的动量守恒 
（3）气轨——两相同滑块弹性碰撞 
10、机械能守恒 

（1）打靶（两种） 
（2）运动小车 
3、验证牛顿三定律 
（1）气轨上滑块运动，验证牛顿第一定律 （1）导轨上的机械能守恒 
（2）演示台上两质量不等异性滑块运动，验

证牛顿第二定律 
（2）弹簧与板的机械能守恒 
（3）机械能守恒投影仪 
（4）麦克斯韦滚摆 
二、刚体力学 
1、测角速度——用频闪仪测电扇转速 
2、刚体内的科里奥利力——借形陀螺仪 

（3）演示台上两质量相等异性滑块运动，验

证牛顿第三定律 
（4）台秤上演示牛顿第三定律 
4、里奥利力 
（1）旋转圆盘上滚球 3、转动定律 
（2）旋转大铁球上滚小球 （1）转动定律仪 

（2）斜坡上两圆柱体的滚动 
4、角动量守恒 
（1）双球式角动量守恒仪 
（2）双盘式角动量守恒仪 
（3）转椅、哑铃 
（4）转椅、自行车轮 
（5）转台、哑铃 
（6）转台、自行车轮 

（3）模拟傅科摆 
（4）付科摆 
5、失重现象——木棒上磁环下落 
6、向心力与物体转动半径、转动角速度的关

系——手拉旋转小球 
7、惯性离心力 
（1）旋转圆盘上悬挂小球 
（2）玻璃管内旋转小球 

5、进动、章动 
（1）杠杆式陀螺仪 
（2）手托自行车轮 
（3）气垫陀螺仪 
三、流体力学 
1、静止液体内的压强 
（1）静止液体内的压强与深度、方位的关系 
（2）用针管演示大气压 

8、质心 
（1）演示台上两滑块的运动 
（2）双锥体爬坡 
9、动量守恒、碰撞 
（1）小球相碰 
（a）两质量相等小球对心弹性碰撞 
（b）两质量悬殊小球对心弹性碰撞 
（c）一组七个相同小球对心弹性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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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虹现象——高低两容器间水的流动 
3、阿基米德原理 
（1）水瓶口乒乓球的沉浮 
（2）烧杯中的石蜡 
4、层流与湍流 
（1）流线板 
（2）流线管 
5、粘滞流体、涡流 
（1）玻璃管中粘滞流体的运动 
（2）烟囱吹蜡烛、推泡沫塑料等 
（3）水中的漩涡环 
6、伯努利方程、马格努斯效应 
（1）水流吸引乒乓球、汤匙 
（2）漏斗中的乒乓球 
（3）气流顶球 
（4）水柱顶球 
（5）流体的空吸作用 
第二篇  振动、波动 
一、振动 
1、振动周期 
（1）弹簧振子的周期 
（2）单摆的周期 
2、简谐振动曲线的展示——用振动合成仪展

示简谐振动曲线 
3、两振动间的相位关系 
（1）两全同单摆间的相位关系 
（2）两全同弹簧振子间的相位关系 
4、受迫振动、共振、阻尼振动 
（1）用共振摆看共振 
（2）用受迫振动仪看受迫振动、共振及阻尼

振动 
（3）用波动演示器看共振 
（4）用绳耦合的两单摆 
（5）电磁阻尼摆看阻尼振动 
5、振动的合成 
（1）用振动合成仪看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

的合成 
（2）用振动合成仪看李萨如图形 
（3）用激光看李萨如图形 
（4）用振动合成仪看拍曲线 
（5）音叉振动合成拍现象 

二、波动 
1、波的传播过程 
（1）用波动箱看波的传播 
（2）用纵波演示仪看纵波的传播 
（3）用波动演示器看横波的传播 
2、波动参数（加减振器） 
（1）用波动演示器看波速相关因素（与结构

有关，与振幅无关） 
（2）用波动演示器看波长与频率的关系（宽

板） 
（3）用波动演示器看波长与波速的关系（宽、

窄板配合用） 
3、惠更斯原理——用水波仪看波的衍射 
4、波的干涉、驻波 
（1）用波动演示器看波的迭加及波传播的独

立性 
（2）用胶片模拟两点波源波动的干涉 
（3）用水波仪看两点波源波动的干涉 
（4）用驻波演示仪看弦上驻波和圆驻波 
（5）用纵波演示仪看驻波 
（6）铜喷洗 
（7）二维驻波——克拉尼图形的显示 
5、多普勒效应——用旋转蜂鸣器演示多普勒

效应 
第三篇  热学 
一、分子运动论 
1、密度随温度变化——密度棒 
2、分子的一般运动——布朗运动的演示 
3、压强的微观解释——用分子运动演示仪演

示压强的微观公式 
4、分子速率分布统计规律 
（1）伽耳顿板 
（2）麦克斯韦分布率演示仪 
（3）玻耳兹曼分布率的演示 
二、热力学 
1、状态方程的演示 
（1）用分子运动演示仪演示状态方程 
（2）变脸玻璃人（等容升压） 
2、张力 
（1）毛细现象 
（2）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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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硬币浮在水面 
（b）两股水流汇合 
（3）比较水和酒精的张力 
（a）用硬币悬浮比较 
（b）用两股水流比较 
3、相变——相临界点演示 
4、热力学第二定律——热电转换演示仪 

（a）法拉第圆桶（两种） 
（b）法拉第笼（两种） 
（2）面密度与曲率半径的关系 
（a）验电幡带电 
（b）球形、枕形、卵形、凸凹形布电器带电 
（c）尖端带电与球体带电的比较 
5、尖端放电 

第四篇  电磁学 （1）尖端使金属板带电 
（2）电风吹蜡 
（3）电风车 
（4）圆桶旋转 
（5）瓶内金属薄片放电 

一、静电场 
1、真空中的静电场 
（1）电荷间的作用 
（a）用验电器验证同号电荷相斥 
（b）用手摩擦塑料带验证同号电荷相斥 
（c）用铅笔摩擦锦纶丝验证同号电荷相斥 

6、静电屏蔽——法拉第笼（两种） 
7、静电除尘 
8、介质 
（1）人体带电吸引小物体 
（2）静电植绒原理 
（3）压电效应 
9、电容器 
（1）电容器样品箱 
（2）对平板电容器的研究 
（a）电量和板间电势差的关系 
（b）电容值和板间距离、板的有效面积、板

间介质的关系 

（d）用摩擦后的有机玻璃棒与丝绸验证异号

电荷相吸 
（e）用带电棒演示同号电荷相斥、异号电荷

相吸 
（f）用验电器验证异号电荷中和 
（g）板间乒乓球运动演示同斥、异吸、中和 
（2）电荷间作用力的迭加——用验电器验证

电荷间作用力的迭加 
（3）电力线的分布 
a）单个正或负点电荷的电力线分布 

（3）电容器储能 b）两同号或两异号点电荷的电力线分布 
（a）电容器点亮小电珠 
（b）电容器充放电 
（c）电容器火花放电 
10、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1）阴极射线管中的电子 
（2）阴极射线电子的机械效应 
二、直流电 
1、导体中形成电流的条件 
2、热电偶 
三、稳恒磁场 
1、基本磁现象——磁铁演示同极相斥、异极

相吸 

c）两板平行或不平行时,板间电力线的分布 
2、起电方式 
（1）用有机玻璃棒或塑料棒与绸布摩擦起电 
（2）用手摩擦使塑料带张开 
（3）用铅笔摩擦使锦纶丝起电 
（4）起电机使物体带电 
（5）用起电机感应验电器 
（6）用起电盘起电 
（7）韦氏起电机 
（8）范氏起电机 
（9）滴水自激感应起电 
3、静电应用 
（1）用手或带电棒点亮日光灯 
（2）魔球 
4、导体上电荷分布特点 
（1）电荷分布在外表面 

2、磁感应强度的方向——用小磁针演示磁感

应强度的方向 
3、电流的磁效应 
（1）磁铁对载流线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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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磁铁对载流线圈的作用 
4、各种磁场分布及磁感应线分布 
（1）各种磁极 
（a）单个磁极 
（b）两个同极性磁极 
（c）两个不同极性磁极 
（d）条形磁铁 
（e）马蹄形磁铁 
（f）条形磁铁磁感应线分布演示器 
（g）马蹄形磁铁磁感应线分布演示器 
（2）各种载流导线 
（a）通电直导线 
（b）单匝圆线圈 
（c）直螺线管 
（d）螺绕环 
5、安培力 
（1）导轨上演示安培力（两种） 
（2）两平行铝箔间的作用力 
（3）两载流线圈间的作用力 
（4）直流电动机 
6、洛仑兹力 
（1）液体洛仑兹力 
（2）阴极射线管中电子的运动 
（3）洛仑兹力演示器 
7、磁介质 
（1）铁磁质 
（2）电磁铁 
（3）磁滞回线 
（4）巴克毫森效应 
（5）居里点（热磁轮） 
（6）加热磁介质演示居里点 
四、电磁感应 
1、电磁感应现象 
（1）载流线圈通电和断电时的现象 
（2）载流线圈与闭合线圈间相对运动（加或

不加铁芯） 
（3）永磁铁与闭合线圈间相对运动 
（4）闭合线圈切割磁力线 
（5）电磁感应演示板 
2、楞次定律 
（1）磁铁作用于铝环 

（2）通电瞬间线圈对铝环的作用 
（3）磁阻力管 
3、涡流 
（1）跳环 
（2）空中点灯 
（3）水中点灯 
（4）化蜡 
（5）阻尼摆 
（6）电磁刹车 
（7）涡电流的磁效应 
（8）斜坡上的滑块 
4、发电机 
（1）交直流发电机 
（2）属笼式异步电机 
（3）平板式异步电机 
5、自感、互感 
（1）自感板 
（2）通断电自感现象 
（3）互感通讯 
五、交流电 
1、提高功率因数 
2、RLC 电路 
（1）RLC 串联电路 
（2）RLC 并联电路 
3、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流与负载大小的关系 
4、单相旋转磁场 
5、三相电流旋转磁场 
六、电磁波 
1、电磁波演示仪 
2、电谐振演示仪 
3、辐射球 
第五篇  光学 
一、基本仪器的认识 
1、凸透镜、凹透镜、费涅尔透镜、三棱镜 
2、反射光栅、透射光栅 
二、几何光学 
1、瑞利散射 
2、水波聚焦 
3、凸透镜聚焦 
三、薄膜干涉 
1、洗涤剂薄膜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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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顿环干涉 
四、光的衍射 
1、单丝灯的衍射（光学 4 桌面，12 伏） 
2、单缝衍射、圆孔衍射（光学桌上） 
3、双缝衍射、三缝及多缝衍射（光学车上） 
4、一维光栅衍射 
5、二维光栅衍射 
五、全息照相——彩虹全息片 
六、光在各向异性介质中的传播 
1、方解石 
（1）方解石模型 
（2）方解石晶体双折射得到 O 光和 e 光 
（3）由方解石晶体看双折射现象 
2、尼克尔棱镜——尼克尔棱镜模型 

3、偏振光 
（1）偏振片的起偏、检偏、马吕斯定律 
（2）偏振筒 
（3）偏振光干涉仪 
（4）旋光色散 
七、光通讯 
1、模拟光纤通讯 
2、光纤通讯 
3、光通讯 
第六篇  近代 
1、光谱管 
2、太阳能电池风车 
3、辐射球 

 

“自学物理实验”实验项目目录（共 40 个） 
1. 吹币入杯 

2. 铜喷洗 

3. 表面张力趣味实验 
4. 蜡烛熄灭后水面升高原因的实验探究 

5. 一维驻波 

6. 基本电工安装 

7. 水与电的系列实验 

8. 尖端放电与静电电动机 

9. “温差电效应”制冰 

10. 磁悬浮 

11. 自制无线电发射台 

12. 压电陶瓷 

13. 单相旋转磁场 

14. 频闪法测定电扇的转速 

15. 海市蜃楼 

16. 小魔术：“变色”水 

17. 奇妙的圆孔与圆盘衍射 

18. 用钢尺测量激光的波长 

19. 光通信 

20. 激光监测 

21. 光的干涉与衍射及偏振实验 

22. 人的发音频率和脉搏频率的测量 

23. 光源闪烁揭秘 

24. 用电解槽通过示波器显示单摆振动 

25. 受迫阻尼振动 

26. 水滴自由下落时的重力加速度的测量 

27. 声波测距 

28. “汽车”行驶速度的测量—声多普勒效

应的应用 

29. 平面上超声波的反射 

30. 在磁场中运动的导体产生的电动势的测

量 

31. 白光分解的实验 

32. 热空气发动机（热泵或致冷机） 

33. 角动量守恒——计算机在物理实验中的

应用 

34. “旋光效应”测糖溶液的浓度 

35. 红外检测 

36. “五彩缤纷”的液晶显示 

37. 用激光测量水波振动频率及传播速度 

38. 涡流现象及其应用 

39. 系列（趣味）小实验 

40. 数码照相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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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实验”实验项目目录（共 61 个） 
1. 照相胶片密度的测定 
2. 气垫导轨实验 
3. 伸长法测钢丝杨氏模量 
4. 霍耳位置传感器的定标和弯曲法测杨氏

模量 
5. 用扭摆法测定物体转动惯量 
6. 用霍耳开关测量弹簧的劲度系数 
7. 弦线上波的传播规律 
8. 声速的测量 
9. 液体的表面张力系数测量 
10. 落球法测量液体粘滞系数 
11. 热敏电阻器的电阻温度特性测量 
12. 集成电路温度传感器的特性测量及应用 
13. 冰的熔解热的测量 
14. 混合法测量液体比汽化热 
15. 液氮比汽化热的测量 
16. 冷却法测量金属比热容 
17. 不良导体导热系数的测量 
18. 用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测气体的绝

热指数 
19. 低真空的获得和气体普适常数的测定 
20. 用稳恒电流场模拟静电场 
21. 静电泄漏规律的研究 
22. 直流电桥 
23. 交流电桥 
24. 示波器使用 
25. RC 和 RL 电路的瞬态过程 
26. RC 和 RL 电路的稳态过程 
27. RLC 电路的串联谐振 
28. 半导体 PN 结的物理特性及弱电流测量 
29. 用霍耳传感器测量螺线管磁场 
30. 圆线圈和亥姆霍兹线圈的磁场 
31. 用磁阻传感器测量地磁场 
32. 霍耳传感器测量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和

磁化曲线 

33. 方波电信号的傅里叶分析 
34. 非线性电路振荡周期的分岔与混沌实验 
35. 锑化铟磁电阻传感器的磁阻特性测量及

应用 
36. 眼镜片焦距的测量 
37. 牛顿环 
38. 分光计的调节和应用 
39. 用菲涅耳双棱镜测量光的波长 
40. 迈克耳孙干涉仪 
41. 衍射光栅 
42. 光偏振现象的研究 
43. 光电效应 
44. 全息照相 
45. 声光效应实验 
46. 液晶光阀 
47. 光镊子实验 
48. 电工实验——简单配电板的安装和检测 
49. 电表的改装与校准 
50. 高真空镀膜 
51. 计算机实测物理实验 
52. 用计算机实测技术研究冷却规律 
53. 用计算机实测技术研究声波与拍 
54. 用计算机实测技术研究弹簧振子的振动 
55. 用计算机实测技术研究单摆 
56. 用计算机实测技术研究点光源的光照度

与距离的关系 
57. 量子论实验——原子能量量子化的观察

与测量 
58. 相对论实验——相对论中动能与动量关

系的验证 
59. 核磁共振实验 
60. X 光实验——X 光透视与食盐晶体的结

构分析 
61. 金工技术 

 

“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实验项目目录（共 41 个） 
1. 集成温度传感器的特性测量与应用 
2. 热学量的电学测量 
3. 非线性电路的混沌现象 
4. 低温半导体材料的特性测量 
5. 激光测温的自动化 
6. 薄膜折射率的高精度测量 
7. 表面磁光克尔效应与磁二次谐波 
8. “碰撞打靶”实验中能量损失的分析 
9. 测量音叉的固有频率 
10. 频率的测定和烧杯打击乐的形成 

11. 频闪法测量频率的探索 
12. “风洞”实验 
13. 用多种方法测量水滴自由下落时的重力

加速度 
14. 用可闻（听）声波测声速 
15. 三个探讨性实验 
16. 用激光显示李萨如图形 
17. 电磁感应与磁悬浮力 
18. 奇妙的红汞水——散射光研究 
19. 重力加速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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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磁阻尼系数和动摩擦系数的测量 
21. 霍尔传感器与杨氏摸量的测量 
22.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量 
23. 激光光电传感器在落球法测量液体粘滞

系数中的应用 
24. 计算机测量实验——用双通道温度传感

器研究冷却规律 
25. 弱电信号测量——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组

装万用电表 
26. 计算机测量实验—用霍尔传感器研究磁

场 
27. 锑化铟磁电阻传感器的磁阻特性测量及

应用 
28. 集成 I/V 变换器与除法器在光学实验中

的应用 

29. 望远镜与显微镜的组装 
30. 偏振光反射率与入射角的关系及折射率

的测定 
31. 双棱镜干涉的深入研究 
32. 太阳能电池基本特性的测量 
33. 液晶光阀实验研究 
34. 迈克耳孙干涉仪的深入研究 
35. 光学薄膜的制备与特性研究 
36. 用 CVD 方法制备金刚石膜 
37. 磁控溅射制备立方氮化硼薄膜 
38. 全息照相研究 
39. X 射线系列实验 
40. 光镊子的组装、测试和应用 
41. 隧道显微镜的应用和样品分析 
 

 

“近代物理实验”实验项目目录（共 18 个） 
1. 光泵磁共振 
2. 原子力显微镜实验 
3. 脉冲核磁共振法 
4. 拉第效应实验。 
5. 光纤通讯 
6. 光电效应及其在光通讯中的应用 
7. 微机控制步进电机和扫描光学图像 
8. 射频超导量子干涉器及弱磁场检测 
9. 微机控制温度及温度传感器特性参数测

量 

10. 电视显微油滴法测量基本电荷量 
11. 塞曼效应 
12. 夫兰克－赫兹效应 
13. 扫描隧道显微镜 
14. 约瑟夫逊效应 
15. 核粒子探测 
16. 喇曼效应 
17. 激光输出特性及固体荧光光谱 
18. X 射线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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