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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刻度式电表读数问题,在中学物理教学中争论了多年,一直没能达成共识.在查阅大学教材及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刻度式读数方法得到的读数结果与测量值有效数字表达的不一致所造成,因

而主张测量值的有效数字应由测量工具的准确程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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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指针刻度式电表读数,是中学物理教学中一个

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原本不是什么难于解决的

问题,但近6年来,各大中学物理刊物发表了与此相

关的文章多达数十篇;通过网上搜索“指针刻度式电

表读数”,相关争议文章更是不计其数.问题的关键

点都是围绕最小分度值是“2”和“5”的估读的问题.

有人主张全都按1
10

估读[1,2];有人主张按1
2
,1
5

估读

到本位,但因“估读的格数乘最小分度”时出现进

位,导致有效数字位数会相差一位,这不符合“测量

值的有效数字必须与测量工具的精度一致”这一原

则[3].有人主张要结合电表的等级进行估读[4];甚至

有人提出要按“高考潜规则”来读数[5].这就叫人费

解了! 一个求真的学科,哪来的“潜规则”? 当然,问
题的根源确实存在于高考题的答案中,正是2009年

安徽卷和2010年全国卷的答案激起了这“千层浪”;

再是众多的讨论中缺少理论依据,各说一是,纷争不

断.

本着从源头寻根的想法,笔者到大学图书馆查

找相关资料[6,7],发现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大
学物理实验》教材基础理论部分都指明,测量值由

可靠数和一位不可靠(可疑)数组成.涉及刻度式电

表的读数估计方法,基本都是:对最小刻度是“1”的

按十分之一估读到下一位为不可靠数,对最小刻度

是“2”,“5”的按1
2
,1
5

估读,不可靠数在本位.

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和看待指针刻度式电表

读数问题,本文在此试图做些个人探讨.

2 问题探讨

众所周知,电表的等级是反映电表精密程度的

指标,是在评估误差时才用得到,读数时是不必顾及

的.从每年高考试题来看,涉及指针刻度式电表读数

的试题中也从未说明是什么级别的电表,因此读数

时我们并不涉及电表级别问题.
下面我们来探讨对均匀刻度表盘的电表的估读

问题.假如指针在最小刻度的正中间,则各分度的电

表估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分度电表估读结果

1分度 2分度 5分度

  估0.5,十分位不可靠   估1,本位不可靠
 估2或3,本位不可靠,不能

 估为2.5,否则有两位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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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增加参考标尺,即将每大格再等分为10小

格,如表2所示.这相当于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若
原来的不可靠数变为可靠数,则说明估读合理.由表

2看出,表1所示的估读结果是正确的.
表2 增加参考标尺后估读结果

1分度 2分度 5分度

读0.5 读1
 读2或3,不能读为2.5,否则还

有一位不可靠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最小刻度分别是“1”、
“2”、“5”的指针刻度式电表读数,应该按照表3所示

的估读方法来操作,才是符合测量基本要求的.

表3 笔者认为符合测量基本要求的估读方法

1分度 2分度 5分度

 按十分之一估读.十分位靠估计

而得,十分位不可靠

 按二分之一估读.1及3,5,7,9
靠估计而得,本位不可靠.
(靠哪边读那边,在中间为一半)

 按五分之一估读.1,2,3,4及6,

7,8,9靠估计而得,本位不可靠

  为了对本文探讨问题有进一步清楚认识,我们

不妨再来探讨一下几道高考试题.
【例1】2010年高考全国大纲卷中的第23题(4)

中的电流表读数问题,如图1所示.

图1 例1题图

本题所给参考答案为0.660mA,此结果是怎

么来的呢? 笔者认为想必是按33.0格×0.02mA/

格=0.660mA得来的,但这无端增加了测量工具

的精确程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电流表A2的量

程分度值为“0.02mA/小格”,其百分位不可靠(末
位奇数值要靠估计才能得到),本题结果记为0.66
mA才较为合理;若真要记为0.660mA,除非再将

每小格20等分,或者说人眼要能按1
20

进行估计,但

这都是不合实际的.
【例2】2010年高考全国课程标准卷第23题中

电流表的读数问题,如图2所示.本题所给参考答案

为115.0mA,所存在的问题与例1中相同.

图2 例2题图

【例3】(2009年高考安徽卷第21题)用多用电表

进行了几次测量,指针分别处于a和b的位置,如图3
所示.若多用电表的选择开关处于下面表格中所指的

挡位,a和b的相应读数是多少? 请填在表格中.

图3 例3题图

—711—

2017年第5期               物理通报               物理问题讨论



表4 指针读数

指针位置 选择开关所处挡位 读  数

a
直流电流100mA     mA

直流电压2.5V     V

b 电阻×100     Ω

  本题对直流电流100mA挡位指针位置选择a
时的读数所给出的参考答案为:“23.0”.可是,题目

中给出的图3,其表盘、指针位置及量程完全取自人

教版教材(2007年1月第二版)选修3 1第二章第8
节习题中第1题的图,而教师用书中所给的答案为

22.8mA.该书2010年4月第三版将该题放到第二

章第9节“问题与练习”中,并将“直流电流100mA
挡改为“直流电流50mA挡”,同时教师用书所给答

案为11.4mA.显然,第三版教材已注意到量程分

度值与有效数字的关系,其量程分度值为“1mA/

小格”,不可靠位数在十分位,应该说是对第二版中

“2mA/小格”不可靠位数取到十分位这一不妥做

法的修改[8].就本题参考答案“23.0”而言,是不合

理的.

2011年高考全国Ⅰ卷再次考查电表读数,但从

考试中心给出的试题参考答案看,透射出两点信息:

一是欧姆表要估读;二是电压、电流表估读的依据是

在弄清“量程分度值”的前提下进行.
事实上,2010年之后的高考,虽然也多次考过

电表读数的题,但都已不再有争议.所以,在用刻度

式电表测量时,只要按照“读数时格数乘精度,记录

时审核有效数”,就不会产生争议.
总之,刻度式读数的参考标尺,所标数字以及半

长刻线、短刻线都是为了读数方便而做出的标识,在

不同量程下代表的值不同.考虑到刻线有宽度、指针

有宽度且长度有限、人眼分辨能力等因素,因此制作

成不同等级的电表用于不同精度要求的测量中.对

于一块给定的电表,读数时只要认清量程分度值,即

可以读出可靠数,并估读出不可靠数(只能是一位),

称为“测量的有效数字”,即为本次的测量值.记录测

量值时必须与仪表精度一致,有效数字位数必须是

一致的,并非是“见到刻线就补零”!

中学实验室中的电流表、电压表都是30小格

的 电表.对量程为0.6A的电流表,量程分度值为

“0.02A/小格”显然其百分位上的“1,3,5,7,9”只

能靠估读而得,即不可靠发生在百分位,再往后写出

的数字是不符合有效数字规则的.对量程为3A的

电流表,量程分度值为0.1mA/小格,因此按1
10

往

后估读得到不可靠数,在百分位;对量程为3V的电

压表,不可靠位数在百分位.对量程为15V的电压

表,按1
5

估读,不可靠数在十分位.对多用电表,其

量程分度值为“1
50

量程”,由于量程不同,因而不可

靠位数所在位置不尽相同,但读数方法相同,都是

“格数(含一位估计值)乘精度”.

3 一点建议

由于电表使用过程中,指针不可能都指在刻线

上,即估读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是高中物理教学中

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希望在教材中给出示例,或

是教师用书中给出明确要求,统一估读原则,不要再

让教师各自钻研,成为教学的一个痛点,也不要让学

生无所适从;另外,高考命题时,对所给答案略做说

明,不要让广大教师盲目去猜、去揣摩,耗时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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