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物理实验报告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班级__自动化 7班__ 学号__220320726__ 姓名__彭尚品__ 教师签字____________

实验日期 ___2024/3/18___ 预习成绩_________ 总成绩______________

实验名称 自组显微镜与望远镜

一、 预习

1. 请分别绘制出显微镜和望远镜（包括开普勒望远镜、伽利略望远镜）的光路图。

2. 在自组显微镜实验中，物镜和目镜的间距越大，组成的显微镜的放大率越大还是越小？

请简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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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数据记录

1. 自组显微镜放大率测量

物镜 Lo（fo′=45 mm） 目镜 Le（fe′=34mm）

序号

物镜 Lo位置

（mm）

目镜 Le位置

（mm）

分划板M1位置

（mm）

标尺M2位置

（mm）

光学筒长Δ

（mm）

M2标尺中距离 d

（mm）

对应M1

格数 a

1

2

3

4

5

2. 自组望远镜放大率测量

物镜 Lo（fo′=225 mm） 目镜 Le（fe′=±45mm）

开普勒望远镜

序号

物镜 Lo位置

（mm）

目镜 Le位置

（mm）

标尺距离物镜的

距离（mm）

红色指针距离

d1（mm）

直观标尺长度 d2

（mm）

1

2

3

伽利略望远镜

序号

物镜 Lo位置

（mm）

目镜 Le位置

（mm）

标尺距离物镜的

距离（mm）

红色指针距离

d1（mm）

直观标尺长度 d2

（mm）

1

2

3

教师 姓名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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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处理

1. 分别求出自组显微镜测量放大率和计算放大率。

2. 分别求出自组开普勒望远镜、伽利略望远镜实际测量放大率和无限远放大率。

一、自组显微镜：

1、测量放大率计算公式：M =− d×10
a

序号 M2标尺中距离 d (mm) M1 像的格数 a 实际测量放大率 M

1 20 7.6 -26.32

2 20 6.2 -32.26

3 25 7.0 -35.71

4 25 6.2 -40.32

5 25 5.4 -46.30

2、计算放大率计算公式：Г ≈ L∙△
f1∙f2

，其中，△为光学筒长，�1 = 45��，�2 = 34��，� = 240��

序号 光学筒长△（mm） 计算放大率Г 相对误差

1 150.0 -23.53 10.60%

2 187.0 -29.33 9.07%

3 220.8 -34.64 3.01%

4 247.3 -38.79 3.79%

5 280.3 -43.97 5.04%

二、 自组开普勒望远镜：

实际测量放大率计算公式：M =− d2
d1
，无限远放大率计算公式：M =− f1

f2

序号 红色指针距离 d1（mm） 直观标尺长度 d2（mm） 实际测量放大率 无限远放大率 误差

1 10.0 33.5 -3.35 -5 33.0%

2 10.0 39.6 -3.96 -5 20.8%

3 10.0 48.1 -4.81 -5 3.80%

三、 自组伽利略望远镜：

实际测量放大率计算公式：M = d2
d1
，无限远放大率计算公式：M = f1

|f2|

序号 红色指针距离 d1（mm） 直观标尺长度 d2（mm） 实际测量放大率 无限远放大率 误差

1 10.0 41.9 4.19 5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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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 40.8 4.08 5 18.4%

3 10.0 30.4 3.04 5 39.2%

四、 实验现象分析及结论

答：

显微镜呈相对于实际物体倒立、放大的虚像；望远镜呈正立、放大的虚像。

1、自组显微镜的测量放大率和计算放大率的误差为 6.302%

2、自组开普勒望远镜的实际测量放大率和无限远放大率的误差为 19.2%

3、自组伽利略望远镜的实际测量放大率和无限远放大率的误差为 24.60%

实验测量的放大率与理论计算的放大率之间的差异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包括实验操作的精度、透镜的光

学品质以及透镜间距离的精确调整等。

五、讨论题

1. 请简述显微镜与望远镜的区别？

2. 请思考自组望远镜实际视放大率测量值与无限远放大率数值出现差异的原因？

答：

1、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是用于观察通常肉眼无法看清的细节的光学仪器，它们的区别：

用途：显微镜用于观察非常小的物体或物体表面的细节，如细胞结构、细菌等，这些物体通常离观察

者比较近。而望远镜则用于观察远处的物体，如星体、地面上远处的景物等。

构造：显微镜的物镜产生物体的放大实像，然后目镜进一步放大这个实像。显微镜关注于放大小物体

的细节，通常具有较高的放大倍率。望远镜也使用物镜和目镜的组合，但设计重点在于收集远处物体的光

线并将其放大，侧重于提高远处物体的可见性，而不是提供极高的放大倍率。

工作原理：显微镜的物镜焦距很短，以实现高放大率。望远镜的物镜焦距较长，目的是收集更多来自

远处物体的光线。

2、实际视放大率测量值与无限远放大率数值之间的差异可能由以下因素导致：

物距不是无限远：实验中的物体并非位于无限远，这意味着放大率的理论计算需要考虑实际的物距，

与理论中假定的无限远物距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对放大率公式进行修正以反映实际观测条件。

透镜的光学瑕疵：实际使用的透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光学瑕疵，如球面像差、色差等，这些瑕疵会

影响成像的质量和精确度，从而影响到测量的放大率。

透镜间距离的调整不精确：理论上，物镜的像方焦平面应与目镜的物方焦平面完美重合。但在实际操

作中，可能由于装配精度或调整过程中的误差，使得两透镜间的实际距离与理想状态有所偏差，进而影响

放大率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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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误差：实验中测量物体的大小（如标尺间的间距）可能存在读数误差，尤其是通过望远镜观察时

的测量。这些误差会直接影响到放大率的计算结果。

人眼的调节作用：观测者通过望远镜观察物体时，人眼的调节能力也会对观测结果产生影响。因为人

眼调节能力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观察者对同一物体的放大率感知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