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分实验报告心得体会 实验室实验
心得体会(大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心得体会是
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以下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分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一

试验检测工作是对材料和构件的性能、工艺参数等进行测试
的活动，是为了加强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实行政
府监督、社会监理、企业自检的质量保障体系之一。

20__年试验检测工作是在鞭策中逐步规范，在强制下执行新
验标，虽如此，试验检测工作仍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工程概况本标段东界路(翔安北路~马巷大桥段)道路工
程a标起点为翔安北路与丙洲东路交叉处，终点为马巷大桥第
六联结束，工程包括桥梁、路基，路面为厦门市政重点工程。

二、工程进度与质量简介截止20__年11月12日，路基完成28
万方，所有软基处理处理完毕，涵洞完成两道，雨水工程已
然开始施工，围堰施工完毕，钻孔桩施工完毕，承台施工完
毕，桥台施工完毕，墩柱施工完毕，临时桩施工完毕，临时
支架系统施工完毕，为箱梁顺利施工竣工了条件。

在工程质量方面，严把原材料进场质量关，杜绝不合格原材
料、半成品及成品用于工程施工;同时加强施工的过程控制，
把质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有效地保证了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重大质量事故率为0，



力争一次性达到验收条件。

三、试验室概况试验室现有试验人员3人，试验室主任1人，
试验技术人员2人;试验室占地面积10m2。

电分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二

实验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实验可以验证和验
证理论，发现新的现象和规律。在进行实验过程中，我们不
仅要掌握实验技能，还要注重实验数据的分析和结果的解读。
以下是我在实验中的心得体会，希望能为更好地进行科学研
究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段：实验的前期准备

在进行实验前，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实验的目的和内容，准确、
全面地了解实验的背景和相关知识。只有对实验内容有足够
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设计实验方案和选择合适的实验方法。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实验器材和试剂的准备工作，确保实验
的顺利进行。

第二段：实验过程的记录与数据分析

在实验过程中，准确并详细地记录实验操作步骤和观察数据
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记录可以作为实验结果的依据，并且还
可以对实验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在数据分析方面，我们需
要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掌握一定的
数据处理技巧。通过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对实验结果
有意义的结论。

第三段：实验结果的解读

在得出实验结果后，我们需要对结果进行仔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要判断实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趋势和规律。如
果结果与预期有较大的差异，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实验的可
能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其次，我们还要探讨实验
结果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看看这些结果是否可以为相关
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四段：对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分析与总结

在进行实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我们需要
从实验设计、操作技巧、数据处理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总
结。首先，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根源，确定问题产生的原因。
然后，我们还需要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及遇到类
似问题时的应对策略。最后，我们要对自己在解决问题过程
中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做出反思和总结，为今后的实验提供参
考。

第五段：实验的改进和展望

在实验结束后，我们要对实验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反思。我们
可以思考实验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同
时，我们还可以展望今后的实验方向和研究重点，为今后的
实验研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总之，分析实验心得体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逐渐
积累和总结，我们可以不断提升实验能力和科研水平。希望
我的实验心得体会可以对大家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提供
一些参考和帮助。

电分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三

早上9点此参观开始，老师首先带领我们来到了位于一楼的激
光焊实验室。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详尽的为我们介绍了激光
焊的原理及应用，并且演示了tdjg-1型激光焊机的具体功能及
操作，激光焊采用激光作为焊接热源，机器人作为运动系统。



激光热源有着极高的加热能力，能把大量的能量集中在很小
的焊接点上，所以具有能量密度高、加热集中、焊接速度快
和焊接变形小等特点，可实现薄板的快速连接，与传统的焊
接方法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对此都很有兴趣，
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老师也不厌其烦的为我们解答，
并且在最后使用激光焊机实际操作了焊接过程，通过对过程
的观摩以及最终比较成型的焊缝，我们对激光焊的优势有了
更直观又深刻的理解。老师和我们交流了一下参观激光焊接
的感受，随后带领我们来到了25楼的地下实验室。

当我们走进25楼的地下实验室时，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豪华
的装修，而是一台台的科研设备。这里是科技育人的实验基
地，是各种高新科技的中心，因此我们都细心地听老师讲解，
默默地记录，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实际操作这些设备进行科
学创新。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系列的材料性能测试机，
其中包括拉伸弯曲试验机，30吨及100吨位的万能试验机以及
冲击试验机和低温韧性试验机等等，其中有一台微小力学性
能试验机给我的映像最深，据老师介绍，此试验机可以测试
的最大吨位也只有2kg，精密程度非常的高，是从外国进口而
来，价值近百万元，引起了我们的一片惊叹。

样制作简单，不损伤样品，无污染等等。老师的介绍帮助我
们更好的了解到无损检测技术在焊接结构缺陷检测方面的应
用及前景，老师告诉我们加强焊接结构无损检测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是保证焊接产品安全所必需认真对待的课题，同时他
也也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将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第二次的实验室参观之行中我们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焊
接机器人，此次参观的焊接机器人主要包括机器人和焊接设
备两部分。机器人由机器人本体和控制柜（硬件及软件）组
成。而焊接装，则由焊接电源、送丝机、焊枪等部分组成。
机器人具有6个自由度。其中，1、2、3轴可将末端工具送到
不同的空间位置，而4、5、6轴解决工具姿态的不同要求。通
过焊接机器人实际焊接过程可以明显的体会到它的优越性，，



人工施焊时焊接工人经常会受到心理、生理条件变化以及周
围环境的干扰。在恶劣的焊接条件下，操作工人容易疲劳，
难以较长时间保持焊接工作稳定性和一致性，而焊接机器人
则工作状态稳定，不会疲劳。因而，选择应用焊接机器人对
产品进行焊接可以实现用稳定一致的工艺条件确保产品焊接
强度和满足产品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同时满足焊缝成型良
好的产品外观质量要求。焊接机器人在高质高效的焊接生产
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焊接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应
用虽然较晚，但借鉴于国外的成熟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焊缝跟踪、智能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与应用，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展望未来随着智能机器
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焊接机器人系统还有
许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此次的实验室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感触。古往今来，任何
科研无一不是经过实验的验证的，也可以说，实验是检验理
论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决不能容忍自己死读
书，读死书，只是在理论上去分析而缺乏实践。我相信：只
要我们肯动手动脑，再辅之以勤奋和坚持，必能不断提高我
们的实干能力，必能不断的创新，为我国的焊接事业发展与
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电分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四

蒸馏实验是我们化学实验课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个
实验，我对蒸馏的原理和操作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实验
中，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和成长。
下面我将分五段分别阐述实验前的准备工作、蒸馏实验的原
理、实验操作的挑战、实验结果与分析以及我的体会和感悟。

第一段：实验前的准备工作

在进行蒸馏实验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我
们要了解蒸馏的原理和目的，确保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需要收集实验所需的材料和仪器，如酒精灯、试
管、冰水槽等。我们还需要熟悉实验步骤和安全注意事项，
确保实验过程中的安全。通过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可以更好
地进行实验并取得更好的结果。

第二段：蒸馏实验的原理

蒸馏实验是通过升华或液体的汽化和再凝结来分离混合物中
的组分。在蒸馏过程中，液体的沸点和气体的升华点有着重
要的作用。通过加热液体混合物，液体组分将会蒸发出来，
而固体组分将会升华出来。然后，通过冷凝器将蒸汽冷却并
转化为液体，从而实现分离。

第三段：实验操作的挑战

在进行蒸馏实验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挑战。首先，控制
加热的温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温度过高，会导致样品
烧毁，影响实验的结果。另外，冷却过程也是一个困难点。
冷却速度过快可能导致液体组分无法完全冷凝，而冷却速度
过慢可能会影响实验的进展。因此，我们需要细心观察和控
制整个实验过程，确保温度和冷却速度的适当。

第四段：实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蒸馏实验，我成功地分离出了混合物中的两个组分。实
验结果表明，液体组分蒸发温度较低，容易被蒸发出来，而
固体组分的升华温度较高，需要较高的温度才能升华出来。
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组分，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物质性质
的结论，并进一步深入学习有关混合物和分离技术的知识。

第五段：体会与感悟

通过这个蒸馏实验，我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
养了我的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实验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让



我更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还学会了如何处理实验中
的失误和出现的意外情况，这为我今后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
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实验过程中需要与同学密切
合作，通过团队合作来完成任务。在与同学的合作中，我学
会了沟通和协调，锻炼了我的团队意识和组织能力。

综上所述，蒸馏实验不仅是化学实验课程的一部分，更是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科学精神的重要训练。通过实验前的准备
工作，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实验；通过了解蒸馏的原理，我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实验过程；通过面对实验操作的挑战，我
们可以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结果与分析，我们可
以巩固和扩展理论知识；通过实验的体会与感悟，我们可以
获得更多的成长和进步。蒸馏实验作为一种重要的分离技术，
在化学实验中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同时也是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有效手段。

电分实验报告心得体会篇五

在第一学期的专业导论课程之后，我们初步认识了船舶与海
洋工程这个专业，所以在这个学期，我们脱离幻灯片，脱离
那些图片，文字，看到了真正的实验室，船舶就是这样造出
来的。每个星期的星期四下午，两点开始，拖着尚未完全清
醒的身体，我们游走于各个实验室，听老师娓娓道来，每一
个实验室的故事，每一个实验室的作用。这是上个学期专业
导论之后，在我看来，应该是一次实践吧，我们更进一步了
解了我们的专业，虽然其中老师说的很多专业名词我还是没
有听懂，但是认真听听还是会觉得，我有再进一步了解了这
个专业，可是说专业导论的延续外加实践。

前几个星期，我们在性能实验室中听老师介绍了一些有关船
性能方面的知识，参观了大型船模拖曳水池，大型深浅操纵
水池，当时还看见学长学姐在做实验来着，估计过一年两年
就到我们了吧。虽然这些实验室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虽然
我们现在看见的只是一些钢啊，铁啊，水槽啊，更加确切一



些的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生了锈的钢铁，还有感觉里面很
脏的水槽，可是这些实验室里东西当年可都是国内很先进的
实验室装备，大型船模拖曳水池：深浅两用，且能作船队试
验，在国内独具特色；2，大型深浅操纵水池：为亚洲人工操
纵水池之最；3，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造船工艺与设备实验室，
其“肋骨冷弯机器人”实验设备为国际领先水平；4，大型结
构试验平台与完备的静力、动力加载与分析系统国内同类高
校第一； 5，循环水槽、风洞、24单元造波机、计算机工作
站及相关软件等高水平研究平台。这些实验室都是研究船体
性能 ，船舶性能，广义上指船舶各种性能的总和；狭义上指
船舶静力性能和动力性能的概括。狭义的船舶性能与船舶的
主要尺寸、形状及载装情况等有密切关系。在理论研究中，
以流体静力学为基础研究船舶在不同条件下的浮性、稳性及
抗沉性等，以流体动力学为基础研究船舶的快速性、适航性
及操纵性等，这些都是船舶最基本的性能。听完之后真的觉
得船舶也是一样很神奇的东西，在那样的风浪中，居然还可
以载着这么多的物品航行，另外那些军舰什么的更是厉害了，
这么大的体积还可以有这么快的速度，不禁对造船工作者肃
然起敬，克服了这么多的阻力，造出这么厉害的船舶。 接下
来，我们参观了有关船舶构造的实验室，构造决定性能，所
以船舶的构造可以说是相当于人的身体一样，皮相当于船壳，
骨头相当于船体骨架等等，都是一一对应很重要的。通过老
师讲述，我们初步了解到一般船舶是由船壳、船体骨架、甲
板、船舱和上层建所组成。船壳又称船壳板,船的外壳,它包
括船侧板和船底板。

船体的几何形状是由船壳板的形状决定的。船体承受的纵向
弯曲力、水压力、波浪冲击力等各种外力首先作用在船壳板
上。船体骨架是由龙骨、旁龙骨、肋骨、龙筋、舭龙骨、船
首柱和船尾柱构成，它们共同组成了船舶骨架。甲板位于内
底板以上的平面结构，用于封盖船内空间，并将其水平分隔
成层。甲板是船梁上的钢板，将船体分隔成上、中、下层。
甲板对保证船体强度及不沉性有重要作用，而且提供了布置
各种舱室、安置武器装备和机械设备的面积。甲板数量多少



视船舶的大小，取决于舰艇的类型、使命和主尺度。通常小
型舰艇有1～3层；中型舰艇有3～5层；大型舰艇有5～10层。
船舱是指甲板以下的各种用途空间，包括船首舱、船尾舱、
客舱、货舱、机舱、锅炉舱和各种专门用途船舱。上层建筑
是指主甲板上面的建筑，上层建筑位于上甲板围成、主要用
于布置各种用途的舱室,如工作舱室、生活舱室、贮藏舱室、
仪器设备舱室等。供船员工作起居及存放船具。上层建筑部
分有首楼、桥楼、尾楼、甲板室及各种围壁建筑。当然，以
上大多是我上网查的，老师虽然向我们做了介绍，但不至于
这么详细。

然后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船舶操作的轮机实验室了，轮机
实验室的老师很负责的在介绍船上有什么设备，分别是什么
作用，虽然我们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不是轮机工程，按道理
来说我们更关注的应该是船舶构造，但是我们还是听得很有
意思。轮机综合实验室主要系统有：主推进系统，船舶管系，
船舶电站系统，机舱自动化系统，柴油机数字化监测与诊断
系统。其中我们详细认识了船舶管系，有机舱燃油系统，机
舱润滑油系统主海水和主淡水管系，压缩空气系统，机舱舱
底水，压载水，消防水系统。首先向我们介绍的是机舱燃油
系统，船上一般有柴油和燃油当然还有润滑油，老师在这里
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用汽油而是用柴油呢？汽油要点
燃，柴油是压燃，为了安全起见所以选用柴油。离岸的时候
耗能量少，靠岸的时候耗能量多，原因是靠岸的时候需要调
用多种系统，但是离岸的时候就不用这么多，所以靠岸的时
候耗能量比较多。还有我们了解到原来还有重油和轻油之分，
重油通过管道的时候要加热，这样才能顺利在管道中游走，
否则就会凝固在管道中，所以在离岸的时候通常是用重油，
在靠岸的时候通常用轻油，为的是保护机器，如果用了重油，
凝固在管道中将为下次启动带来很大的麻烦。接下来介绍的
是主海水和主淡水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为了冷却机器。为
什么还分海水和淡水，原来海水中盐含量高，容易腐蚀机器，
于是要把海水先进行淡化，首先我们想到的是盐水分离，但
是老师说这样盐分还是太高了，最后他告诉我们，一般来说，



是用蒸馏这种方法将盐水转化成淡水。冷却本来目的是要带
走能量的，但是柴油机主要靠获得高温来为系统提供能量，
如果能量被都带走了，那就不符合经济效益，所以是用高温
淡水对机器进行降温。高温淡水用完之后盐水再对其进行降
温，之后循环利用，达到降温目的。油水系统介绍完毕后，
我们看到压缩空气系统，压缩空气系统，顾名思义是通过空
气压缩机来产生的热量，供其他部件使用。

最后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船舶种类，通常按用途分类：一般
运输船舶 客船、杂货、散货等。专用运输船舶 集装箱船、
木材船、滚装船、冷藏船、油船、液化天然气船等。多用途
船舶 矿散、矿油等。特种用途船 科考、破冰、救助等。其
中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豪华游轮，超级豪华游轮通常是
指排水量在100,000吨以上的超级游轮，截止到20xx年年底，
这样的超级游轮已经超过15艘，其中最大的游轮要数20xx
年12月进行处女航的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绿洲”号。
该游轮长约360米，宽约47米，吃水线以上高约65米，共16层
甲板，设有2700间客舱，能搭载搭载6360名乘客及2160名船
员。排水量22.5万吨，被誉为“活动城市”。真是非常向往
这样的超级豪华游轮！

此次的认知实验我收获了很多，从以前到现在任何科研无一
不是经过实验的验证的，也可以说，实验是检验理论的唯一
标准，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决不能容忍自己读死书，死读
书，只是在理论上去分析而缺乏实践，我相信，只要我们肯
动手动脑，再辅之以勤奋和坚持，必能不断提高我们的实干
能力，必能不断的创新，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发展与进步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