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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波义耳定律仪

热学
气体定律

波义耳定律

将室温下的空气作为理想气体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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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一定量的气体的休积取决于施加于气体上的压力和气体

温。在很多情况 下，当气体温度远高于临界温度时，如果

温度保持不变，那么体积和温 度的乘积保持不变。由

Robert Boyle 和 Edme Mariotte 发现的波义耳定 律，适用

于所有处于理想状态下的气体。

由 Robert Boyle 和 Edme Mariotte 发现的波义耳定律可
表示如下:
(1)

且是适用于所有理想气体的通用定律的特殊情况。这个通

用定律描述了 压力 p，体积 V 和相对于绝对零度的温度
T 和气体量 n 之间的关系：
(2)

从通用方程 (2) 可以看出，在温度 T 和气体质理 n 不变
时可以推导出 (1) 的特殊情况。

在实验中，波义耳定律在室温下的有效性由将空气作为理

想气体进行演 示。圆柱体容器中的气体体积 V 通过活塞
的移动而变化，同时测定封 闭气体的压力 P。

气体量 n 由实验开始前从进口阀进入容器内的气体的初

骀体积 0V 所决定。

• 测定室温状态下，活塞处于不同位置 S 时的密封空气的压力 p
• 以 p-V 图的形式展示空气处于三种不同 数量状态下的测定值

• 验证波义耳定律

• 验证波义耳定律的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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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仪器

1 波义耳定律仪 U17210

实验程序

• 把活塞位置设定为 s0 = 24cm, 打开阀门, 然后再关闭阀门。

• 读取压力数值并加以记录。

• 以 1厘米为单位改变活塞位置。在各个位置，读取压力数值并

进行记录。

• 把活塞位置设置为 s0 = 12cm, 打开阀门, 然后再关闭阀门。

• 再次从活塞位置为 s0 = 24cm开始，以 1厘米为单位改变活塞

位置。在各个位置，读取压力数值并进行记录。

• 把活塞位置设置为 s = 6cm, 打开阀门, 然后再关闭阀门。

• 再次从活塞位置为 s0 = 24cm开始，以 1厘米为单位改变活塞

位置。在各个位置，读取压力数值并进行记录。

示例测量与评价

活塞直径: 4cm

表 1: 实验数据

s/cm Vcorr/cm³ s0=24cmp/

bars

s0=12cmp/

bars

s0=6cmp/

bars

24 309.3 1.02 0.52 0.28

23 296.7 1.07 0.55 0.29

22 284.1 1.11 0.58 0.30

21 271.6 1.16 0.62 0.31

20 259.0 1.22 0.63 0.32

19 246.4 1.28 0.68 0.33

18 233.9 1.34 0.71 0.35

17 221.3 1.42 0.76 0.37

16 208.7 1.50 0.78 0.39

15 196.2 1.60 0.82 0.42

14 183.6 1.72 0.88 0.45

13 171.0 1.83 0.96 0.49

12 158.5 1.99 1.02 0.51

11 145.9 2.18 1.08 0.58

10 133.3 2.38 1.18 0.62

9 120.8 2.62 1.33 0.69

8 108.2 2.96 1.46 0.78

7 95.6 3.34 1.68 0.87

6 83.1 3.90 1.97 1.00

5 70.5 2.33 1.18
57.9 57.9 2.90 1.45

因活塞的横截面积 A 是恒定的，封闭空气的体积 V可通过活塞

相对于零体积位置通过的距离 s 很容易计算出来。

为准确分析，还应将压力计中不可避免的空气的死区体积 V1考

虑在内。因此，经由死区体积进行修正的空气体积为

1
2

c cm4 VsV orr  

V1可通过找到与方程 1相对应且最适合于“p ⋅ Vcorr = 常数”

这一关系式的数值加以确定。

通过此处的数据可得出，此数值为 V1 = 7.7cm³。圆筒中的气体量，

以摩尔数表达（mol –或者以毫摩尔表达，如下图所示），可使

用公式 2加以计算。

图 2：处理室温状态下的三个不同量的空气的压力/ 体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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