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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技术》

前言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是按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学要求编写
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现代电子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悉新型电子测量仪器的应用技术，在科学
实验中具有制定先进、合理的测量和测试方案，正确选用测量仪器，严格处理数据，以获得最佳测试
结果的能力。通过分析单元电路和整机电路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本书第1版自2003年10月出版以来，已经多次印刷，深受广大读者的爱护和关心，并且
被国内数十所院校用做教材。这次再版是在广大读者的鼓励和期待下进行的。 　　电子测量所涉及的
范畴非常广泛。这次再版除保留了第1版的误差理论，模拟量、数字量、时域、频域、数据域测量等
内容外，还增加了非电量测量、电磁兼容测量和调制域测量。 　　随着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及计算
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测量领域正从传统的电子测量仪器原理、功能和自动化水平向智能仪器、虚
拟仪器及自动测试系统方向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高等学校教材也必须与时俱进，补充新的理论知识。
因此，本书又充实了智能仪器、虚拟仪器及自动测试系统的内容。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
性，按照采集和处理传输信号的性质和特征来划分章节。力争内容丰富，由浅入深，突出重点，叙述
精练，尽量反映现代测量技术的新成就，这种结构有利于教学使用。基于上述考虑，书中内容由两大
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通用基础测量 　　(1)测量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重点介绍误差的基本概念
、来源、性质、估算方法、减小措施、测量数据的处理及测量方案的设计等。 　　(2)模拟量和数字
量的测量。包括各种电压、频率、时间、相位、失真度、功率及Q值等参数。将模拟量和数字量的测
量分别加以阐述，有利于学生领会和应用。　　(3)利用屏幕显示技术实现的测量。详细论述波形测试
技术(时域)，扫频技术与频谱分析(频域)，调制信号的测量(调制域)，数字系统逻辑量的测试(数据域)
等。 　　(4)非电量的测量和电磁兼容的测量。即通过传感器将所有非电量转换成电量进行的测量；
由于各种类型电子仪器设备越来越多，使用功率越来越大，电磁污染和危害日趋严重，为了消除电磁
噪声的有害影响所进行的测量。 　　第二部分 现代电子测量 　　(1)智能仪器和虚拟仪器。包括GPIB
系统结构，智能仪器和虚拟仪器的基础理论、工作原理及应用等。 　　(2)自动测试系统在电子测量
中的应用。包括自动测试系统概述、VXI总线仪器系统、LXI总线技术、USB仪器等。 　　本书可作为
电子信息类专业和其他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内容按75学时进行设计，其中第1～6章为必学内容，第7
～13章根据具体专业和学时数作为必学或选学内容。每章后面均附有习题，这种安排有利于学生巩固
所学的理论知识，拓宽学习思路。 　　本书第1～10章由吉林大学林占江编写，第11～13章由广东工
业大学林放编写，全书由林占江统稿。吉林大学马海涛副教授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许多宝
贵意见和建议。 　　对于在编写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各位同仁及参考文献的作者，本人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比较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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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技术》

内容概要

《电子测量技术(第2版)》系统地阐述电子测量的原理与方法，以及现代电子测量仪器的原理与应用。
内容包括：测量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模拟测量方法、数字测量方法、时域测量、频域测量、数据域
测量、调制域测量、非电量测量、电磁兼容测量、智能仪器、虚拟仪器及自动测试系统等。每章都附
有习题。
《电子测量技术(第2版)》在选材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内容丰富，使用面广，可作
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对于从事电子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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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误差的合成与分配　　前述是关于直接测量的误差计算问题。在很多场合下，由于进行直接测量
有困难或直接测量难以保证准确度，需要采用间接测量。　　通过直接测量与被测量有一定函数关系
的其他参数，再根据函数关系算出被测量。在这种测量中，测量误差是各个测量值误差的函数。研究
这种函数误差有下列两个方面的内容：　　（1）已知被测量与各参数之间的函数关系及各测量值的
误差，求函数的总误差。这是误差的合成问题。在间接测量中，如功率、电能、增益等量值的测量，
一般都是通过电压、电流、电阻及时间等直接测量值计算出来的，如何用各分项误差求出总误差是经
常遇到的问题。　　（2）已知各参数之间的函数关系及对总误差的要求，分别确定各个参数测量的
误差。这是误差分配问题。它在实际测量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制订测量方案时，当总误差由测量
任务被限制在某一允许范围内时，如何确定各参数误差的允许界限？这就是由总误差求分项误差的问
题。　　再比如；制造一种测量仪器，要保证仪器的标称误差不超过规定的准确度等级，应对仪器各
组成单元的允许误差提出分项误差要求，这就是利用误差分配来解决设计问题。　　可见，研究误差
合成与分配是很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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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门课就是背电路、背原理，把工科硬生生地学成了文科，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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