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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字数限 2000 字以内）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的性能指标、台套数、作用、功能、特色优势、应用、推广等情况

的简要介绍 

 

液体的表面张力系数测定实验是我校理工科学生的必做实验，每学年

约有 3000 多名学生做此实验。在多年从事此实验项目的实验教学过程当

中发现，学生在此方面有较强的求知欲，而现有的仪器又不能满足学生的

探索需求，所以研制了此多功能液体表面张力测定仪，该仪器和原有的测

量仪器相比，主要有以下三大优势： 

 

（1）可以利用电脑对传感器信号进行实时采集。原有仪器是人工记录毫

伏表的读数，这种读数方法很难完整的记录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电压变

化曲线，而且毫伏表的数字时常会有跳动，尤其是在液膜被拉破的前后，

毫伏表的示数跳动的非常快，因此依靠人工很难记录准确的电压示数。该

自制仪器利用数据采集卡对电压信号进行实时采集，最高每秒钟可以采集

40 万个数据点，因此可以准确的记录所有的动态变化过程。在计算机端，

通过 matlab 语言自编数据采集软件，不仅实现了对数据的采集功能，而

且还实现了对采集数据的快速分析、绘图、导出等功能。 

 

（2）可以精确控制液面的升降速度。原有仪器是通过手动调节来控制液

面的升降速度，手动调节除了难以掌控液面的升降速度以外，还容易引起

液面的震动。该自制仪器通过电动升降台来准确控制液面的升降速度，并

且通过自主搭建电路，实现了通过信号发生器对电动升降台进行驱动的功

能。利用信号发生器可以准确方便的调节输出脉冲频率，便于对电动升降

台进行实时控制。并且各高校的实验室都会配备信号发生器，因此该仪器

不再需要单独购买专门的电机驱动装置，有效降低了实验仪器的成本。 

 

（3）可以精确控制液体的温度。温度是影响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重要因

素之一，原有仪器无法改变液体的温度，只能在实验室的温度下进行测量。

为了能够研究温度对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影响，该仪器中嵌入了温度控制

器来实时控制液体的温度。让热电偶与待测液体接触，然后把热电偶与温

度控制器相连接，盛水的器皿内部嵌入了电加热管，可以快速的对液体进

行加热，当液体温度达到所设定的温度值时，温度控制器停止对加热管供

电，当液体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值时，温度控制器开始对加热管供电。为

得到精确控制液体温度的功能，并没有让温度控制器采用连续加热的方

式，而是采用了间歇修正式的加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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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该仪器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想进行设计，仪器的示意图如下图

所示，包括了三大模块： 

（1）数据采集模块 

（2）温度控制模块 

（3）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各模块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便于后期保养、维护和升级。 

 

 

图 1 自制多功能液体表面张力系数测定仪 

 

该仪器在性能指标上有以下特色： 

（1）利用信号发生器对电动升降台进行驱动，驱动频率可以从几百赫兹

到兆赫兹，升降速度调节范围宽。 

（2）步进电机步距角 1.8°，最小调整量 0.25 μm（20 细分）。 

(3) 数据采集采样率达 48kS/s,分辨率为 14bits,支持 4 通道同时采样。 

（4）液体加热功率为 300 W,升温速度快。 

 

此自制仪器可以极大的扩展原有的实验内容，并且还提高了实验的精

度和直观性，可以使学生对液体的表面张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方便学生

进行系统性、设计性和探究性的实验。 

 

研制套数：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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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照 片（3-5 张） 

 

 

1 多功能液体表面张力测定仪 

 

 

 

 

2 仪器控制箱前面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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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器控制箱后面板图 

 
 

 

 

4 数据采集软件界面图和工具栏按钮介绍 

 
 

 

 

 

 

结果分析 

数据导出 

导入

数据 

保存 

图像 

分别为图像移动、 

取点、放大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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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测量结果展示 

            

       图 1 吊环从入水到拉脱过程电压变化曲线     图 2 不同脉冲频率下液面下降阶段曲线 
 
 

 

 

   

          图 3不同温度下的电压变化曲线            图 4不同温度下水表面张力系数 
 
 
 

 

  

更多关于本仪器的测量结果请您关注本次会议递交的论文： 

《用自制仪器分析拉脱法测量液体表面张力系数中的动态演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