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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按照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教学要求编写。
作为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测量仪器与控制、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等工程类专业的专业课，《现代电
子测量技术》对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有很大的益处，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
握近代电子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熟悉新型电子测量仪器的使用方法，在科学实验中能够制定先进
、合理的测量和测试方案，合理选用测量仪器，正确处理测量数据，从而获得最佳的测试结果。
　　本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面向工程应用的专业课，学时不多，但承接先前课程的概念多，新技术、
新方法、新仪器及新工艺也多，如何精选内容、组织教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20多年来对电子测量技术的研究，使我们感到电子测量技术博大精深，我们将本教材编写视为创新性
的工作，希望在立足于吸收国内外众多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反映我们对电子测量技术学习讲授，
指导研究生和从事科研实践的成果与体会。
严谨、求实、创新是我们编书的基本原则，使本书可读性好、学术性强、实用价值大是我们的目标。
　　本书力求内容丰富、叙述精炼，尽量反映当代测量技术的新成就，有利于教学使用，因此对测量
原理的讲解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自学，突出基本概念；对测量方法的介绍侧重于归纳、比
较，突出简明、实用；对测量仪器仪表讲清工作原理框图，不过多涉及单元内部具体电路，突出常规
、典型、操作使用：对误差分析多做定性说明，必要的数学推导简明扼要、结论醒目明确，便于读者
掌握。
为了教和学的方便，本书各章最后均配有小结与习题。
因此，本书内容体系结构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鲜明的先进性，同时突出工程上的实用性。
为了深入掌握好本课程的内容，必须完成相应数量的习题，并在实验室进行基本的实验操作训l练，才
能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综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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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教学要求编写，主要内容包括：测量误差 与数据处
理、模拟测量、数字测量、时域测量、频域测量、测量用信号发生器、数据域测量 和自动测试系统等
。
各章末均配有小结与深度适中的习题。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类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电类专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的
参考书。
　　本书特点：　　对测量原理的讲解侧重基本概念，深入浅出、易懂　　对测量方法的讲解侧重归
纳和比较，简明、易学　　对测量仪器仪表的讲解侧重其工作原理及典型操作，有的放矢，易会　　
对误差分析定量与定性结合，并辅以理论分析，易用　　本书按照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
业的教学要求编写，内容包括：绪论、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测量用信号发生器、模拟测量、数字测
量、时域测量、频域测量、数据域测量及现代电子测量。
本书在素材选取上注重系统性、先进性和实践性。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适用面广，既注重基本原理和必要的理论分析，又力求反映最新的科
技成果，同时也突出工程上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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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本章重点介绍了测量和计量的基本概念、电子测量的内容与特点，并对电子测
量方法、电子测量技术、电子测量仪器等做了详细论述。
　　1.1　测量与计量　　1.1.1　测量　　1.测量的意义　　正如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所说：“没有测
量，就没有科学”，“测量是认识自然界的主要工具”。
英国科学家库克（A.H.cook）也认为：“测量是技术生命的神经系统”。
离开测量，人类就不能真正准确地认识世界。
物理定律是定量的定律，只有通过精密的测量才能确定它们的正确性。
例如光谱学的精密测量帮助人们揭示了原子结构的秘密；用射电望远镜才能发现类星体和脉冲星。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测量技术的发展。
例如像时间这样的基本量，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用沙钟和滴漏进行很粗略的测量，直到伽利略
对摆的观察才启发人们用计数周期的谐振系统（如钟表）来测量时间。
目前，使用铯原子谐振和氢原子谐振来测量时间，其准确度相当于在30万年内误差小于1秒。
现代测量仪器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测量仪器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测量结果不仅用于验证理论，而且是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理论的依据
。
历史事实证明：科学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与测量理论技术手段的发展和进步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
测量手段的现代化，已被公认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明显标志。
如没有望远镜就没有天文学，没有显微镜就没有细胞学，没有指南针就没有航海事业科学的进步和发
展。
离开测量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
日常生活中处处离不开测量，如农业社会中，需要丈量土地、衡量谷物，就产生了长度、面积、容积
和重量的测量；掌握季节和节候，出现了原始的时间测量器具，并有了天文测量。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处处离不开测量，例如，一个大型钢铁厂需要约2万个测量点；在高新技术和
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则更是离不开测量，例如，每种新设计的飞机，需要测试飞机高速飞行中受气流冲
击作用下的性能，通过风洞试验测定机身、机翼的受力和振动分布情况，以验证和改进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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