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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高等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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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与不确定度、信号发生器、时频测量、电压测量、时域测量、阻抗测量、频域
测量、数据域测试及自动测试技术，共10章。
每章均附有本章要点、小结和思考题与习题。
本书配有电子课件及习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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