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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目的

1

熟悉光学系统的等高共轴调节

2

掌握薄透镜焦距测定的常用方法

1、物距-像距法测定凸透镜焦距

2、贝塞尔法(二次成像法)测定凸透镜焦距

3、自准直法测量凸透镜的焦距



二、实验原理

1 物距-像距测定凸透镜焦距

(放大倒立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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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f ′分别为物距、像距、像方
焦距。

注：各物理量带值计算的符号规定：
以薄透镜中心为原点量起，若其方
向与光的传播方向一致则为正，反
之为负。



二、实验原理

2 贝塞尔法(二次成像法)测定凸透镜焦距

凸透镜在I处倒立放大实像、II处倒
立缩小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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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d、f '分别为物像间距、凸
透镜二次成像位置的间距、像方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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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原理

3 自准直法测凸透镜焦距

当物体AB位于透镜L的焦点平面上时，则由
其而来的光线通过透镜L折射后，再由与主
光轴垂直的平面镜M反射后，经透镜L折射，
必会在原物屏上得到与原物等大的倒立实像
A'B'，此时，物屏与透镜的距离S即为像方
焦距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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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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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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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薄透镜焦距的测定

元件的等高共轴调节

1 将实验元件依次沿着毫米尺排列，调节物屏、透镜及像屏使得三者平面两
两平行，并与毫米尺垂直。（粗调）

2 利用二次成像法，前后移动凸透镜通过观察两次大小像中心是否重合来判
断元件是否等高。(细调）

图5



四、薄透镜焦距的测定

1）如图5所示，依次摆好元件；

2）调节透镜的前后位置，直到像屏上出现倒立放大清晰的像；

3）将此时物屏、透镜和像屏的相应位置记录表格中；

4）调整物屏前后位置，重复步骤(2)和(3)，测量三次。

1 物距-像距法



四、薄透镜焦距的测定

1）如图5所示，依次摆好元件；

2）调节透镜的前后位置，直到像屏上出现倒立放大清晰的像，记录透镜位置I；

3）向像屏方向继续移动透镜，直到像屏上出现倒立缩小清晰的像，记录透镜位
置II；

4）将此时物屏、透镜位置I、透镜位置II及像屏相应位置记录表格2中；

5）调整物屏前后位置，重复步骤(2)、(3)和(4)，测量三次。

2 二次成像法



四、薄透镜焦距的测定

1）将物屏换做平面镜，其正面朝向透镜；

2）调节透镜的前后位置，直到物屏上出现倒立等大清晰的像；

3）将此时物屏和透镜的相应位置记录表格3中；

4）调整物屏前后位置，重复步骤（2）和（3），测量三次。

3 自准直法



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1 物距-像距法测凸透镜焦距

测量次数
像屏位置

(XI)
物屏位置

(XO)
透镜位置

(XL)
物距S 像距S' 

1

2

3

单位：mm表 1



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其中，XO、XL、XI为直接测量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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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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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 测量结果  Cf f u f   



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2 二次成像法测凸透镜焦距

单位：mm表 2

测量
次数

像屏位置
(XI)

物屏位置
(XO)

透镜位置I 
(XL1)

透镜位置II 
(X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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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1 计算各f '值及平均值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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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O、XI、XL1、XL2为直接测量量，则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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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3 测量结果  Cf f u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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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3 自准直法测凸透镜焦距

单位：mm表 3

测量次数 物屏位置(XO) 透镜位置(XL) f'

1

2

3



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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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思考题

1 为何在用“自准直法”测量凸透镜焦距时，会在f/2处得到一个
像？成像原因是什么？

2 凹透镜焦距该如何测量？

3 若有两面焦距分别为300 mm和45 mm的凸透镜，将其组成望
远镜，则哪一面作为物镜？哪面作为目镜？其放大率如何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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