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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及课程设计》是一本包括电工电子综合性实验和课程设计的实用教材，是与
“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和“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相配套的实验教材，并且是“电子技
术课程设计”课程的指导教材。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及课程设计》是编者结合多年来从事教学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及当前教学改革和教
学体系建设的要求编写的，内容包括：现代电工测量技术的基本知识和EDA软件EWB；电工技术实验
；电子技术实验；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及课程设计》借助先进的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既满足了验证性、设计性、综合
性、研究性实验和课程设计的需要，又为开发性实验和电子设计竞赛提供了条件。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及课程设计》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可供高等理工科院校本
、专科的机械类、材料类、化工类、建筑类、计算机类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电工电子实验教学和电子
技术课程设计使用，也可供成人教育、函授、夜大学和职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师生使用，还可供有关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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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误差分类及产生原因　　根据误差的性质，测量误差可分为三大类：系统误差、偶然误差和疏
失误差。
　　（1）系统误差指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量时，误差的大小和符号均保持不变，在条件改变
时，按某一确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这种误差是由于测量工具误差、环境影响、测量方法不完善或测量人员生理上的特点等造成的。
根据产生误差的原因，系统误差又可分为如下几类：　　1）工具误差（基本误差）：由于测量工具
本身不完善所致。
　　2）附加误差：是由于测量时的条件与校正时的条件不同所致。
如在20℃校准的仪表在其他温度下使用，或者应“平”放的仪表测量时“立”放了等。
　　3）方法误差：由于间接测量时所用公式是近似的，或测量方法的不完善而造成，如未考虑电表
的内阻对测量的影响等。
　　4）个人误差：是由于实验者的习惯或操作方法不正确所致，如读数不准确等。
　　系统误差越小，测量结果越准确，系统误差的大小可用准确度来反映。
　　（2）偶然误差也称随机误差，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如电磁场微变、热起伏、空气扰动
、大地微震、测量人员感觉器官的生理变化等。
这些互不相关的独立因素产生的原因和规律无法掌握，因此，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多次测量
，实验结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否则，只能说明仪器的灵敏度不够，不能说明偶然误差不存在。
　　一次测量的偶然误差没有规律，但多次测量中偶然误差是服从统计规律的，因此可以通过统计学
的方法来估计其影响。
欲使测量结果有更大的可靠性，应把同一种测量重复多次，取多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偶然误差的大小用精密度来反映，偶然误差越小，测量结果的精密度就越高。
　　（3）疏失误差是由于实验者的粗心大意造成的。
此结果不可取用，应舍去。
　　综上所述，要进行精确测量，必须：①消除系统误差；②剔除含有疏失误差的无用值；③采用多
次重复测量取平均值来消除偶然误差的影响。
采取了这些措施，就能得到测量结果的最可信赖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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