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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机 模 拟 实验 在 波 义 耳

定 律 中 的 应 用

奚 寅

8 汀
一 9

木文 介子召计 幼 户悦拟波
一

狡习
’

扩 马今的程 咋
,

为

要

∋ : :. 0 五 微机能在 本 决态和 四 形代 ;

下显矛 汉 泞
一 ,

术程 +#< 爪 川了 0 一 3 = 汉 宇不沈
。

使用语 言
<

磁盘 > ∋ 3 &.

机 种
< ∋ ::4 0 一 & 微型计算机

外围设备
<

一台磁盘驱动器

本程序是研究气体压力和沐积关系的波义耳定户的校拟 勺一脸 〔’了 ,

它能够显示实验装

置
,

让学生象操作实验一样进行加汞和阵取汞柱高度
, ?沂仔实脸结果输入十卜算机后

,

能

显示实验值的点和理论曲线
。

术程序在运布孙廿为中文显示
,

采用 0 一 3 = 汉子系统软件

8 操作法详见 0一 3 = 汉宇系统 操作手叭
,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教言技术研究所编 9 〔见’ ,

在

用户磁盘土存夕
≅才又程序所 #洁川的 汉字一入3 . & 的网形表 8 附在牛

‘
一

�

字后 9
,

可 供 程 序 调

用
。

� 概 述

气休的
∃

比质根据其休 积
、

ΑΒ
·

力不「�温度描述
。

定录地研究
’

又休体积 Χ 和压力 尸 的关票

是波义耳 8 > ) Δ +Ε 9 8 �Φ Φ ∀年 9
。

波义耳使用图 � 的装置
,

研究Χ 和 : 的关系
。

首先从图

� 8 Γ 9 的 Η形竹中放入永
,

一端开 口
�

一端跟真空 泵连接
,

充分抽气后
,
测定汞的高 度

差
。

这个差值是不连接直空 泵这 一方的永面上加上大气爪产璧拍可
,

从而求出 大 气 压 为

! Ι Ε 7 1 ϑ
。

然后
,

石
Κ

Λ冬Λ+ 8 毛〕 9 中
,

右三封闭〔Λ资
Μ∃管自‘Ν> 处枚入空气

,

从开口 处缓缓加入汞 ,

测定∋
、

>汞柱高度 Ο Π , 、�和 收入空 ”
一

〔>处的答 长为&Π
, , 。

> 处汞而上的气体压力:是等干∋

处汞面上的大气压!Θ+ Π 7 1 < 和Ο Π +++ 1 ϑ 的压 力之和 8 +, 十 !� 9 Π # Ρ 1 ϑ
,

此时的体积是跟&Π 7

成正比的
, 8 Ο 十 !Ι 9 和 �的关系就可以青作为封 入>处的气体压力和体积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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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矛

圈 ! 波义耳 的实 验彼登

# 程 序

为模拟 ∃‘ 义耳 所进行的 鱿验
,

确定气体压力和体积 % 的关系
。

见下面框图
。

假如用图 ! & ∋ ( 测得大气压为) ∗ + , − .
。

系
。

研究气体的压力和体积关系的程序略
。

# / 0行 1 ∗ 2 0行 屏幕上显示实验装置
。

∗ ∗ 0行 1 ) 0 0行 滴下汞 & 〔3 〕键 卜
或实验结束 & 〔4 〕键 (

。

用图 ! & ∀ ( 研究气体的压力和体 积 的 关

或读取测定时的汞柱高度 & 〔5 〕 键 (



!� Υ行一 �理%行

�Υ Υ Υ行一 � � ! Υ行

�∀ Υ Υ行一 � Ι ∗ Υ行

的输入
。

刊 Φ叫子ς �!加 Σ
一

Β

滴下汞并调节汞面高度的子程序
。

读取汞柱刻度的子程序
。

实验结束
,

为 了处理数据
,

输入记录的测定值
,

并能修正错误

显示实验结果
,

并跟理论曲线进行比较
。

Ω 程序的运行

按下而的顺序进行实验
。

已知大气压钡��定值为! ΦΠ 7 1 ϑ
。

Ω
−

� 〔2 Η ( 〕
,

程序运行
,

屏幕上显示进行实验时各键的操作说明 8菜单 9
。

找

〔3 〕键
,

表示实验开始 了
。

一

两
一

先屏幕上显示相当于日 � 8 Ξ 9 加 ∃管
,

在图 � 8 �
,

9 上封

有气体的> 部分为Η 形管的左 侧
,

连通大气的∋ 部分在右侧
,

两侧还有它们的扩大图
。

∋ 部

的刻度7
。 ,

>部的刻度为
# �� 。 。

刻度的基准在> 部的最上部
,

为∗ ΥΠ 7 处
。

∋部汞而的刻度

也接同样的基准测
。

图+所示 午
Κ

。

�和Ο 用下列关系式求
<

�一∗ Υ 一 7 、

�Τ一7
‘
一 7 Ξ

Ω
−

∀ 按 〔= 〕键
, 在∋ 部滴入汞

,

屏幕上显示汞滴从管 口移向管内的移动过程
。

实

验起始时的汞面高和每次注入汞的量都是随机数
,

因此
,

每次进行 的实验都不相同
。

并

按一次 〔= 〕键
,

相当于流入 ∀ ς ΩΠ 7 高度的汞
。

∋ , >两边灿汞的高度改变了
,

高度变化

的计算如下
。

气休压力为: 8 Π 7 1 ϑ 9 时
,

加入汞
,

∋
,

>两部分 的高 度为两方合起来均

加 了 Ψ Π 7
。

当∋ 面上升为
Γ Π 7 ,

则 > 面 上 升 为 8 Ψ 一 Γ 9 Π 7
,

注入 汞 后 叮
Κ

,

气 休 压 力

:
产 戈 Π 7 1 ϑ 9 和> 部的气休 &封

‘

如下式
<

:
Ζ 二 :

一

卜Γ 一 8 Ψ 一 < 、 9 [ :
一

卜∴ Γ 一 Ψ

�, [ �一 8 Ψ 一 Γ 9 [ � 一 Δ
一

卜Γ

从:& :
‘
�, 的关系

,

可由下式求出
Γ <

Γ 二
士 Σ 一 8 ] ⊥ ∀� 一 Ω Ψ 9 ⊥ 、 8币

一

卜
一

∀� 一亏于9 ‘二 。8 Ψ “
二火

一

�二而下 Λ

门
Κ

, Κ

卜式求出浓面的高度
。

∀
。

Ω
一

近当加入汞之后
,

冷 鱿. 9 键
,

则在画而右侧锐示∋ 部门汞柱离庵
,

此时可记

录下右扩大图 8 右骨 9 的汞柱高 7
<

和左扩
‘

大图 8左管 9 的禾住高7 、 。

找 此方法反红数

次 ‘ 〕%次以内 9
。

Ω
。

Ι测定结束
,

按 〔Μ 〕键
,

显示整理测定结果组舟骤 8 夯笔单 9
。

Ω
。

∗ 输入 测 定 次 数 ( 和 各 次 测 定 的 7
、 −

7 。 。

输 入 结束
、

在屏幕上显示 7
。 ,

7 #, 、

�
、

Ο ⊥ !5 之值的表价
,

供检查输入 +ΑΘΝ 范确性
。

如果有谱误
,

可以在这个阶段上订

正
。

Ω
−

Φ 检验输入的 7
‘ 、

7 。

之值是正确的时
,

按 〔( 〕键
,

则 在屏幕
Κ

匕显 示 “ ⊥ ”

号
。

在: Χ [ 常数时
,

屏幕上用实线绘出曲线 8 由微机求出八
,

Κ

‘
Χ 一 :线 、

。

本程序 的显示

都是在1 5 2 ∴ 8高分辨率第二页 9 状态下 〔Ω 〕 ,

用 ∀  Υ _ ��∀ 点
,

中义显示 为�! < �Υ 个汉

字进行
,
描绘Ψ 一 :曲线时

,

以 8  Υ
, � ! � 9 为原点

,

画上坐标 灿和刻度
,

为了从⎯
,

α的



值决定画面上的点
,

要使用Μ( _ 和Μ ( α 函数 8 � ∗ Ω Υ行 ς � ∗ Ι Υ行 9
。

以上的运行结果见图 ∀
。

图 ∀

2 Η (

波义耳定律实验

〔= 〕滴下汞

〔. 〕记录汞高度

〔Μ 〕暂停实验

〔3 〕画实验装置

选择 8 3
,

=
,

.
,

Μ 9 β

程序运行结果

浅任意键

%%巴Ι

夕

隧尸
�
�?
ΕΕ

曰准严
按任意键

件∃%
�!工一匀

输入洲 6 的数值

7 8
实验次数

,
8 8
开 口管禾柱高

, ‘ 8
封闭管汞柱高

实验次数 7 ∗

,
9 ,

高 , 、的数值 ∗

毒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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