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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abVIEW程序设计教程(第2版)》从图形化系统程序设计的角度全面介绍了LabVIEW图形化G语言编
程技术和应用工程管理方法，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订，增加了LabVIEW应用工程管理、常
用工具包及编程规范等内容。全书分为11章，包括：LabVIEW简介、LabVIEW程序设计模式
、LabVIEW与多线程、LabVIEW程序调试与异常处理、LabVIEW程序动态运行、LabVIEW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LabVIEW调用操作系统功能、LabVIEW程序生成规范、LabVIEW应用工程管理、LabVIEW常
用工具包和LabVIEW编程规范。《LabVIEW程序设计教程(第2版)》各章设有提示与建议，并配有习题
，以帮助读者巩固学习重点。
《LabVIEW程序设计教程(第2版)》可以作为普通高等学校虚拟仪器技术、图形化系统设计与LabVIEW
程序设计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工业界或科技界使用LabVIEW作为测试测量系统和控制系统开发
工具的工程师或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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