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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10年来，电子测量技术与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微电脑技术、微电子技术、仪器仪表技术、工业自
动化技术等密切配合、互相渗透、飞速发展着。使得从事现代科学领域研究和实际技术工作的人员不
仅需要对它有一个较深程度的学习了解，而且需要及时地跟踪它的发展，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电
子元器件已发展成为超小型、高精度、低功耗、单电源、数字化、可编程、高速度、抗干扰的多系列
产品，并已广泛应用于中国工业市场。20世纪90年代后期，信息的检测、转换、处理乃至计算已向着
多变量、一体化的高集成度、高智能化方向发展，并且已有成熟的产品推出。远距离、超远距离的数
字传输技术在国际上已被成功应用。而在国内则以采集、传输、对话、管理融为一体的形式出现，首
先应用在规模大、幅员广的集中供热网络管理及环保与安全监测系统中。在测量仪器方面，数字式仪
器、与PC机网络通信系统兼容的仪器以及基于PC机总线的仪器已日趋成熟。电子测量技术正与各相
关学科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地共同跨入21世纪，在新的科技、工业浪潮中继续蓬勃发展。
由于电子技术具有的高精度、高速度、易于运用计算机系统、易于实现自动化等优点，使得它能很好
地与建立在随机过程及统计学观点基础上的信号、系统与模型理论紧密结合，与基于PC机的网络通信
系统紧密结合，朝着高集成度、低功耗、大容量、可编程、超远距离采集与传输以及数字信息化的方
向发展，这些都是现代电子测量技术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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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测试、仿真与制作技术》基于现代电子整机产品的设计、制作与调试工艺，系统地介绍
了MATLAB7.0、Workbench、Pspice和AgilentADS通信系统设计仿真软件在电子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从Protel99SE的印制电路板（PCB）工艺设计人手，围绕电子电路的设计、PCB板简易制作、手工锡焊
技术和系统调试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就调试中将要应用的仪器、仪表特性与应用作了讨论，当
然测试技术离不开电子测量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这是一本详细介绍电子整机的原理仿真技术、工
艺设计技术、产品制作工艺技术和产品调试技术等内容的教材.可供大专院校从事电子产品开发与制作
的本、专科学生使用，特别适用于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和“挑战杯”电子产品制作与调试，也可供从
事电子产品开发与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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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什么叫测量？测量是人们为了确定被测对象的量值或确定一些量值的依从关系而进行的实验过
程。人们在对生产过程或生产设备进行控制的过程中，要构成反馈控制系统，必须从控制对象那里获
取信息，然后，将其进行变换、输送，并转化为控制器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信号。例如，在计算机控制
系统中，研究者在计算机帮助下对信号进行处理、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认识、结论以及对对象的本
质与规律的描述。最后，按研究结果对对象进行控制或改造。又如，在生物电子系统中，首先要检测
大脑的信息，了解大脑细胞的蛋白质含量和酸碱度、脑电波频率及强度、遗传基因信息等。从而通过
控制器，实现对大脑的保养、治疗或相关的基因信息调整。这个信息的检测与物理实现是以电子技术
为主要手段的电子测量技术。当然，这里不仅仅是物理学和电子技术的问题，还有大量的数学理论、
方法和软件技术问题。因此，电子测量技术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学科领域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得力工
具，并成为衡量各学科现代化发展的标志之一。测量的任务不仅是测试物理量，还包括对目标和事件
进行定位，如确定地震震源，辨识出人造卫星的方位以及寻找鱼群，等等。近几年来发展的“可视性
”测量技术，它是以测量目标的形状、大小、明暗、颜色的类别与层次来描述和衡量测量结果的。测
量系统在科学研究、现场监测和自动控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确定被测量的量值，需要把它
与标准量进行比较。因此，通过实验所获得的被测量的量值总要包括两部分，即数值（大小及符号）
和用于比较的标准量的单位名称。用来确定被测量量值的装置称为测量器具，它包括测量仪器和量具
。测量仪器将被测的量转换成示值，或与示值相等效的信息。量具是以固定的形式复现出某一个量或
几个量的已知量值，可作为标准元件使用，例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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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测试、仿真与制作技术》：高等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电子技术类课程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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