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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评定》将误差理论与不确定度原理融于一体，提出了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
评定的理论与方法，重点解决工程实际中的误差分析与不确定度评定问题。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评定》以经典统计理论、误差理论、灰色系统理论和模糊集合理论为基础，对
研究对象无特殊要求，允许测量数据的个数很少或概率分布未知。
　　全书共分四篇，第一篇为基础理论，第二篇叙述误差与不确定度评定的常用方法，第三篇介绍误
差与不确定度评定的新方法，第四篇给出应用实例。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评定》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相关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
书，还可供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从事计量测试、仪器仪表、系统控制、机械电子、应用数学、信息、
医学统计以及经济分析等研究领域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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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中宇，1963年4月生，1985年7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1988年7月获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996年12
月获华中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全国误差与不确定度研究会
常务理事、全国高校互换性与测量技术研究会理事和《应用光学》杂志理事等职。
主要从事仪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著书3本，论文130余篇。
刘智敏，1935年7月生，1952年2月毕业于重庆西南工业专科学校。
1952年3月至1956年7月在西南水利部及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
1961年8月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
1961年8月至1995年7月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工作，任误差应用数学研究室主任。
1965年至今专职进行不确定度、误差理论和数据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任ISO、IEC、BIPM、OIML国
际测量不确定度工作组成员。
著书20本，论文150余篇。
夏新涛，1957年1月生，1982年12月从洛阳工学院（现河南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1985年9月
至1986年12月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习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2007年12月获上海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河南科技大学教授，兼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轴承》杂志
特约编委等职。
主要从事滚动轴承设计与制造技术、精密制造中的测量理论与数据分析等教学与研究工作。
著书10本，论文150余篇。
祝连庆，1963年10月生，1984年7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1989年5月获得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
现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高级会
员。
主要从事仪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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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正4.5 本章小结参考文献第5章 粗大误差5.1 粗大误差的概念5.2 粗大误差的判别方法5.3 粗大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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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度概述6.2 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法6.3 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法6.4 本章小结参考文献第7章 合成标准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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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理论简介10.2 基本概念10.3 剔除粗大误差的灰色方法10.4 标准不确定度的灰评定10.5 多维不确定度
的灰评定10.6 试验研究10.7 本章小结参考文献第11章 误差与不确定度的灰自助动态评定11.1 自助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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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第13章 常规方法的应用实例13.1 输出电平的测量13.2 游泳道的测量13.3 微生物测量13.4 密度
测量13.5 氯化钠纯度的测量13.6 本章小结参考文献第14章 新方法的应用实例14.1 辣椒红色素的峰面积
评定14.2 海洛因质量的分数值评定14.3 电能表的基本误差评定14.4 轧辊的滚形误差评定14.5 装甲车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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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基础理论第1章 概论1.1 误差与不确定度的意义与发展1.1.1 误差与不确定度的意义为了满足需求
，我们要认识自然、认识世界。
但由于认识能力的不足，我们的认识存在差异和不确定性，所以认识结果带有误差与不确定度。
测量是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伽利略就是通过测量证明了下落时不同质量物体的重力加速
度是相同的。
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中，进行着大量的测量工作。
实践证明，测量存在着误差，当对同一量作多次重复测量时，经常发现测量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测量设备不完善、测量环境不理想、测量人员水平有限或被测量的不确定等，都使测量结果与真值之
间存在差异，所以有误差存在原理，即误差存在的普遍性。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在生产实践、科学研究中极为重要。
误差是普遍存在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能力的提高，误差尽管可以逐渐减小，但始终不能做到测
量没有误差。
不同时期人们研究的误差内容虽然不同，但误差却始终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的目标并非使误差为零，而是把误差控制在要求的限度之内，或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其最小
。
研究误差与不确定度的意，义在于：1）认识误差与不确定度的规律，正确地处理数据测量数据受到
误差的影响，因此只有认清误差的规律，才能够充分利用数据信息，得出在一定条件下更接近于真值
的最佳结果。
如基本物理常数的得出是根据正态分布规律，按最小二乘法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出最佳常数，为了使
数据处理后多得一位有效数字，人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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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评定》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相关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还可供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从事计量测试、仪器仪表、系统控制、机械电子、应用数学、信息、医学
统计以及经济分析等研究领域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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