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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非电类专业开设电工学实验课而编写的实验教学用书，是重庆大学侯世英教授
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工学I（电路与电子技术）》、《电工学Ⅱ（
电机与电气控制）》和《电工学Ⅲ（电工电子学实验）》的第三本。
本书在内容组织上结合了目前电工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实验手段的更新和电工电子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对实验内容和实验手段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更新。
　　首先将实验教学内容按照与理论教学模块相对应的方式，即以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
子技术、电机与控制、电工学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仪器仪表使用五个模块组织实验内容。
然后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设置了基础型、仿真型、综合型三个层次的实验项目。
基础实验部分主要为验证性实验，内容翔实，注重对实验原理的阐述，使实验教材既相对独立于理论
教材，又能让学生结合理论课程进行预习和准备，对学生独立进行实验具有指导意义；同时，考虑到
部分专业可能具有更高层次的教学需求，在基础实验部分设置扩展实验内容，该层次内容基本上为设
计性实验，提倡自主实验。
在仿真实验部分，将Multisim软件引入电工学实验，进行电路理论、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仿真分析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展基于EDA技术的新颖的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
在综合实验部分，加强实验内容与工程、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强化电动机及控制实验、PLc与继电
接触器控制相结合的应用实验，为后期开展课外实验打下基础。
各类型学校可根据自身特点，针对不同专业的教学需求选择不同模块和不同层次的实验内容。
　　本书首先较全面地介绍了电工学实验的基础知识、电工电子测量方法及测量设备，便于学生课前
自学；然后根据实验内容特点分类，给出了基础实验、仿真实验、综合实验三大类共计28个实验项目
，其中，考虑到PLC与电动机控制教学内容不包含在某些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中，本书将P：LC与电
动机控制实验单独列为一章，包括5个实验项目，供含有这部分教学内容的专业教学使用。
最后在附录中给出了Mu.1tisim软件的使用方法、PLc原理及编程基础，同时还包括常用电子元器件及
集成电路介绍、部分电器和电动机介绍，便于学生查阅。
　　对于每一个实验项目，配有简洁的学习材料，以帮助学生自主完成实验准备、实验预习、实验详
细方案设计、实验进程、实验总结与分析等整个实验过程，并将思考题贯穿于其中，力求避免实验过
程特别是实验接线中的常见错误，同时引导学生在实验预习及实验过程中进行积极、深入的思考。
　　本书侧重科学实验方法的学习，加强基本电工实验技能的训练，体现对现代电气工程实验技术的
了解，强调学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参与，适合于工科非电类专业电工学实验课程选用。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重庆大学电工学课程组的侯世英、周静、孙韬、张立群和李利以及重庆
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的龙兴明。
　　.　　本书由华南理工大学殷瑞祥教授审阅，殷教授对全书的体系结构、内容等方面给予了悉心指
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在此对殷教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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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学3：电工电子学实验》首先较全面地介绍了电工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和电工电子测量方法
及测量设备，便于学生课前自学；然后根据课程实验特点分类，给出了基础实验、仿真实验、综合实
验三大类共计28个实验项目，其中，考虑到PLC与电动机控制教学内容不包含在某些专业课程的教学
大纲中，《电工学3：电工电子学实验》将PLC与电动机控制实验单独列为一章，包括5个实验项目，
供含有这部分教学内容的专业教学使用。
最后在附录中给出了Multisim软件的使用方法、PLC原理及编程基础，同时还包括常用电子元器件及集
成电路介绍、部分电器和电机介绍，便于学生查阅。
　　《电工学3：电工电子学实验》是重庆大学电工学课程组教学改革的成果之一，是课程组多年理
论与实验教学经验的总结，适用于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动力、能源、材料、物理、化工、环境工程
、采矿、冶金等非电类专业学生开设电工学系列实验课程使用，也可作为相关电工学实验的教学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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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实验基础知识及基本仪器简介1.1 电工电子学实验简介1.2 电工电子学实验测量的基本概念1.3 常
用仪器仪表简介第2章 基础实验2.1 电子仪器仪表使用一2.2 电子仪器仪表使用二2.3 荧光灯功率因数的
提高2.4 三相负载电路研究2.5 单管电压放大电路2.6 整流、滤波、稳压电路2.7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
用2.8 集成与非门及其应用2.9 集成触发器2.10 计数器2.11 555时基电路及其应用2.12 单相半控桥式整
流2.13 异步电动机的点动、起动、正反转控制2.14 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第3章 基于Multisim8软件的电
路仿真实验3.1 电路仿真实验3.2 模拟电路仿真实验3.3 数字电路仿真实验第4章 电路电子技术综合实
验4.1 简易信号发生器4.2 直流稳压电源设计4.3 四人抢答器4.4 汽车尾灯控制4.5 温度检测与控制实验4.6 
数字电压表第5章 PLC及电动机控制实验5.1 PLC基本操作练习5.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往返控制5.3 三相异
步电动机的Y一△起j控制5.4 皮带传送控制系统设计5.5 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附录附1 Multisim软件
简介附2 PLC原理及其编程软件STE简介附3 常用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介绍附4 部分电器和电动机介绍
附5 电子技术实验箱使用说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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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测量误差的分类根据测量误差的性质和特征，可将其分为三类，即系统误差、偶然误差和疏忽
误差。
1）系统误差这类误差有一定规律或在整个测量过程中保持不变，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误差。
（1）基本误差由于仪表结构和制造中的缺陷而产生的误差，这种误差为仪表所固有。
（2）附加误差由于外界因素（如温度、磁场等）的变化以及未按技术要求使用仪表等所造成的误差
。
　　（3）方法误差由于测量方法不完善、实验者读数习惯不同或测量方法的理论根据不充分、使用
了近似公式等所产生的误差。
　　2）偶然误差　　偶然误差也称为随机误差。
这种误差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其特点是：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同样仔细地测量同一个量，
所得结果仍有时大、有时小。
但多次测量的结果综合起来看，它是服从统计规律的。
因此，可以通过取各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来削弱偶然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3）疏忽误差　　疏忽误差是由于实验者的疏忽所产生的，例如读数错误、记录错误和操作方法
错误等。
所得数据严重歪曲测量结果，应该剔除重测。
1.2.4 测量数据的处理　　测量结果常用数字和图形来表示。
若用数字来表示测量结果，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除了应注意有效数字的正确取舍外，还应符合数据处
理方法，以减小测量中随机误差的影响。
要从凌乱的实验数据中得出可靠的实验结果，找出各物理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就需要对
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归纳计算等处理。
最后可用数据表格清晰地表示出来。
若以图形表示测量结果，则应考虑坐标的选择和正确的作图方法，以及对所作图形的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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