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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901017 廖宇軒

B11901020 鄭博元

B11901022 丁睿濂

B11901027 王仁軒



動機與目標

•希望可以以實際數據觀測干涉圖形

•精確測量雙狹縫亮紋間距與相對亮度



實驗器材

drmrehorst.blogspot.com

• 雷射(波長632nm) x1

• 雙狹縫 x1

• NEMA 17 步進馬達 x1

• A4988 驅動模組 x1

• 光敏電阻模組 x1

• Arduino Mega 2560 / Arduino Uno x2

• 12V LiPo 電池

•螺桿(螺紋間距 1mm)

•木塊螺帽複合體

•電容(0.1 mF)



實驗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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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設計

•步進馬達

•光敏電阻

12V



Arduino程式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
8-%E3%80%90arduino%E3%80%91-
%E5%85%89%E6%95%8F%E9%9B%BB%E9%98
%BB%E6%A8%A1%E7%B5%84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E3%80%90arduino%E3%80%91-%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B5%84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E3%80%90arduino%E3%80%91-%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B5%84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E3%80%90arduino%E3%80%91-%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B5%84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E3%80%90arduino%E3%80%91-%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B5%84


實驗步驟

1. 將雙狹縫片至於雷射光前，記錄雙狹縫與光敏電阻

模組移動所在平面之距離。

2. 將光敏電阻偵測器遮擋一半，減少偵測範圍。

3. 將木頭螺帽塊轉至兩邊支架的其中一邊的底部。

4. 遮擋環境光源，開啟馬達，以 180∘ / 秒的角速度運

行。設定光敏電阻每 0.01 秒記錄一次光強度讀值。



實驗步驟

5. 當木頭螺帽塊轉至另一端點時停止紀錄數據，並將剛剛得到的

數據繪製成圖。

6. 將雙狹縫片的其中一個狹縫以膠帶遮住，

用單狹縫重新進行實驗並記錄數據。



數據分析

• 為了解決單狹縫所造成的影響，我

們必須分別測量雙狹縫實驗的干涉

條紋與單狹縫實驗的干涉條紋。

• 測得的數據如右圖



光敏電阻寬度造成的誤差

Ideal

Real

•光敏電阻不夠細，測到的光強度

是很多個光的疊合

•相當於原本的圖形與方波做卷積

⇒ 在頻域將方波的頻譜除回來

𝑥𝑑𝑜𝑢𝑏𝑙𝑒 𝑠𝑙𝑖𝑡 𝑛 ՜
ℱ

𝑋 𝑒𝑗𝑤
÷ℱ 𝑠𝑞𝑢𝑎𝑟𝑒 𝑤𝑎𝑣𝑒

𝑌 𝑒𝑗𝑤
ℱ−1

𝑦 𝑛



處理單狹縫干涉造成的影響

𝑦 𝑛
÷𝑥𝑠𝑖𝑛𝑔𝑙𝑒 𝑠𝑙𝑖𝑡 𝑛

𝑦𝑑𝑜𝑢𝑏𝑙𝑒 𝑠𝑙𝑖𝑡 𝑛



處理單狹縫干涉造成的影響

𝑦 𝑛
÷𝑥𝑠𝑖𝑛𝑔𝑙𝑒 𝑠𝑙𝑖𝑡 𝑛

𝑦𝑑𝑜𝑢𝑏𝑙𝑒 𝑠𝑙𝑖𝑡 𝑛



校正結果

•右上圖為未經數據處理的資料
點

•右中圖為經過數據處理之後的
資料點（ 𝑥𝑑𝑜𝑢𝑏𝑙𝑒 𝑠𝑙𝑖𝑡 𝑛 ՜ 𝑦𝑑𝑜𝑢𝑏𝑙𝑒 𝑠𝑙𝑖𝑡 𝑛 ）

•右下圖為在不造成失真的情況
下以卷積來使圖形更容易判斷
週期



數據分析(cont.)

•經由方才得到的卷積後的圖形，
我們可以很容易得到圖形的週
期

•將週期透過雙狹縫干涉的公式：

Δ𝑦 =
𝐿𝜆

𝑑
，可以求出狹縫的間

距 𝑑 = 0.2400 13 𝑚𝑚。

•在此實驗中，因為螺紋兼具小
且步進馬達轉速可控，因此每
個資料點相差
 5 𝜇𝑚，可以獲得很小的不確
定度。



未來展望

1. 實驗架設可再穩定：使用更直的螺桿與用鋁擠等固定方式避免

木塊在移動時，有週期性的小晃動。

2. 再減少光敏電阻的偵測器的寬度，以提升卷積結果的效果。

3. 測量多狹縫的情況。



參考資料

•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
%E3%80%90arduino%E3%80%91-
%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
%B5%84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E3%80%90arduino%E3%80%91-%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B5%84
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E3%80%90arduino%E3%80%91-%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B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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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uudiy.pixnet.net/blog/post/178698768-%E3%80%90arduino%E3%80%91-%E5%85%89%E6%95%8F%E9%9B%BB%E9%98%BB%E6%A8%A1%E7%B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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