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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供了一个用智能手机做实验工具的例子,实验中智能手机既做弹簧的振子,也可测量弹簧的振

动周期,用智能手机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极短暂的振动周期,从而提高了实验的测量精度,降低了实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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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现代人形影不离的手机中有很多传感器,

例如,加速度、声音、定位系统等,这些传感器可用于

物理实验,本文应用的加速度传感器(Sparkvue)可

以实时测量手机加速度的变化,并显示传感器数据,

绘制出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图像,该软件内置的统

计工具分析数据有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偏差等,可

从6个不同曲线拟合(包括线性拟合及二次拟合)中

进行选择.通过蓝牙接口可连接70多个Pasco传感

器,实时查看pH值、温度、受力、二氧化碳水平等信

息.本文利用内部加速度传感器记录数据,不需要额

外的硬件.

1 实验原理和方法

用弹簧和智能手机组成弹簧振子,中间用胶带

连接,将弹簧振子挂在铁架台上,如图1所示,用物

理天 平 测 出 手 机 的 质 量,用 手 机 中 已 安 装 的

Sparkvue软件[1]测出弹簧振子的周期,利用弹簧振

子的周期公式[2]

T=2π m
κ

其中,m 是手机的质量,依据此式,从而计算出

弹簧的劲度系数κ.

图1 实验装置图

2 实验测量结果

表1是手机质量m 的实验数据.

表1 手机质量m 实验数据记录

次数 1 2 3 4

m/kg 0.1173 0.1175 0.1176 0.1173

次数 5 6 7 8

m/kg 0.1178 0.1172 0.1174 0.1171

  表2中是弹簧振子周期T 的实验数据.

表2 弹簧振子周期T 实验数据记录

次数 1 2 3 4 5 6 7 8

T/s 0.550.580.530.540.560.510.5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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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从Sparkvue截图显示实验的操作页面

用手将弹簧拉伸至适当距离(弹性限度内),以

使弹簧做小振幅的简谐振动,点击开始实验按钮,缓

慢松手,一段时间后停止实验,选取弹簧振动稳定后

的实验图像,截图如图3所示.

图3 从Sparkvue截图显示加速度(a)与

时间(T)的关系曲线及正弦拟合曲线

3 实验结果和误差分析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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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弹簧振子周期公式变形得κ=4π
2m

T2 ,将振子

质量和周期的最佳估值带入得到弹簧劲度系数的最

佳估值

κ=4π
2m

T2
=4×3.142×0.1174

0.54882 N/m=15.37N/m

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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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弹簧的劲度系数的测量结果

κ= 15.37±0.( )01 N/m
计算最佳估值与厂家值(κ=15N/m)的相对误

差w

w= κ最佳估值 -κ厂家值

κ厂家直
×100%=

15.37-15
15 ×100%=2.5%

该误差值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实验误差小,实验

结果理想.

4 讨论

由于在实验的过程中,手机有轻微晃动,影响了

弹簧振动周期的测量,但手机中的Sparkvue软件测

量时间的精度极高,可以适量的抵消由手机晃动带

来的影响.此外,本实验还可用胶带在手机另一端加

砝码,从而通过改变振子的质量得到不同的弹簧振

动周期,拟合出T m 曲线,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

法[3]来处理数据,也可提高实验结果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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