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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已成为各高校实验教学的重点，为了适应院校教育转型和开设
“三性”（验证性、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要求，我们编写了本书。
本书在传统验证性实验的基础上，加大了设计性实验与综合性实验在实验课程中所占的比例，并介绍
了本学科的发展动态与前沿技术。
本书是与“电路分析基础”课程配套使用的实验类教材，也可以独立设课。
本书共5章。
第1章介绍电类实验基础知识，包括常用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常用仪表的原理、常用电参数的测量
方法等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电类实验的基本内容，正确选择元器件和仪表，并采用适当
的实验方法达到实验目的。
本章还介绍了美国NI公司的Multisim 10软件和Lab VIEW 8.20软件，利用这两个软件，学生可以在一个
通用的实验平台上实现自己的“奇思妙想”，而不必再拘泥于实验室所提供的条件。
第2章介绍了10个典型的验证性实验。
这些实验基本涵盖了“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中的经典教学内容。
几乎每个实验都包括Multisim 10仿真训练与实际训练两部分，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
如果学时有限，建议教师演示仿真部分，学生完成实训部分；若时间充足，可由学生先利用仿真软件
完成理论值的计算，再进行实际训练，以相互印证。
第3章介绍了5个设计性实验。
通过这些实验，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仪表的使用方法和电路知识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培养自主创新能
力。
第4章介绍了3个综合性实验。
通过这些实验，可以掌握焊接、选件、组装、调试等方面的知识，为参加各类电子设计竞赛做“热身
”。
本章还开设了虚拟实验，通过虚拟仪表的研制，为学生“定制自己的仪表，组建自己的实验室”打下
基础，方便他们参加各种小课题、小项目的研究。
第5章介绍了常用的交、直流仪表。
除万用表外，每种仪表都至少介绍了两种型号，适用范围较广，教师可选择相应的型号进行讲解。
在编写过程中，并没有对每一种型号的仪表进行单独介绍，而是从功能人手，分模块讲解，目的是希
望学生能够适应不同型号的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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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5章，第1章介绍电类实验基础知识；第2章介绍了10个典型的验证性实验，每个实验包括仿真训
练与实际训练两部分；第3章和第4章分别介绍了5个设计性实验与3个综合性实验；第5章介绍了常用的
交、直流仪表。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电类专业、计算机专业及通信类专业师生使用，建议学时数为16～3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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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仪器误差。
仪器误差是指由于仪器本身的电气或机械性能不完善所产生的误差。
（2）使用误差。
使用误差是指人们在使用仪器的过程中出现的误差。
例如，调节和使用不当产生的误差。
（3）环境误差。
环境误差是指测量过程中受到温度、电磁场、机械振动等引起的误差。
（4）方法误差。
方法误差是指使用的测量方法不完善或理论不严密所造成的误差。
误差通常分为3大类：粗大误差、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1）粗大误差。
粗大误差是由于测量人员的粗心或测量条件发生突变引起的误差，其量值与正常值明显不同。
例如，读取数据有错误、记录有错误。
应当判断出数据中哪些是必须剔除的坏值。
（2）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是由仪器的固有误差、测量工作条件等整个测量系统引入的有规律的误差，如仪表未精确调
零等。
对于系统误差，可以用改进测量方法、用标准仪表进行校正等方法来减小或消除。
（3）随机误差，又称为偶然误差。
在相同的条件下，多次重复测量同一个量，各次测量的误差时大时小、杂乱地变化，这就是随机误差
，无法校正和消除。
但从多次重复测量中可以发现，这些误差总体服从一种统计规律，从该统计规律中可以找出误差的分
布特性，从而对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作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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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路分析实验:仿真与实训》：普通高等教育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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