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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原《测试技术基础》一书的改版，讲述测试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应用。
作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平台课“测试技术基础”的教材。
全书共分7章，介绍测试技术的理论基础，包括测量的本质，信号理论，测试信号的分析和处理，测
试系统的特性描述，精确测试的原则和实现条件，典型传感器的作用原理和应用，信号的调理与输出
，以及虚拟测试仪器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仪器、测控、自动化、信息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
员的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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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知识的获取往往从测量开始。
人类在其自身的社会发展中创造并发展了测量学，人类早期的测量活动涉及对长度（距离）、时间、
面积和重量等量的测量。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测量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测量的工具和手段不断精细和复杂化，从
而也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了测量的理论。
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出于对工程和生产的需要便已建立了长度的统一标准——埃尔，他们将
当时统治埃及的法老的自肘关节起到其中指指尖的长度加上他手中一根棕榈枝长的总长度定义为“1
埃尔”，并将该长度标准用黑色花岗岩来实现而作为原始标准。
埃及人在建造众多的祠庙和金字塔的浩大工程中正是使用了这一长度标准。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便立即建立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并对破坏这一制度的人课以严厉的刑罚。
这些都说明了测量对促进当时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今天，测量已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
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三表（水、电、煤气表）、每日的天气预报、医院中的病人监护设施、汽车中的各
种指示仪表，直至宇宙飞船的姿态控制装置、飞机的导航仪表，测量无处不在。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测量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现代电子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
展更推动了测量学科的迅猛发展。
因此测量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
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在测量学科中找到它的踪迹。
反过来说，测量学科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William Thomson，温度单位K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说过：“凡存在之物
，必以一定的量存在。
”他又说：“我经常说，当你能测量你所谈及的事物并将它用数字表达时，你对它便是有所了解的；
而当你不能测量它，不能将它用数字表达时，你的知识是贫瘠的且不能令人满意的。
”开尔文勋爵的这两段话指出了测量的广博性，也指出了测量的内涵及科学性。
的确，凡是要定量地描述事物的特征和性质的地方，都离不开测量。
 我们处在一个广大的物质世界中，面对众多的测量对象和测量任务，被测的量千差万别、种类各异。
但根据被测的物理量随时间变化的特性，可将它们总体地分成静态量和动态量。
静态量是指那些静止的或缓慢变化的物理量，对这类物理量的测量称为静态测量；动态量是指随时间
快速变化的物理量，对它们的测量称为动态测量。
测试技术是关于测量和试验的技术：为了保证加工零件的质量，要对机床主轴的振动特性进行监测和
分析；飞机在飞行时依靠众多的仪表来测量和指示航向、速度、加速度、里程等一系列数据，从而确
保飞机始终位于正确的航程中；轧钢过程中对轧制的带钢厚度及宽度尺寸的连续自动检测；旋转机械
因轴承摩擦发热而造成的部件热变形的检测⋯⋯。
本书主要研究动态量的测量，亦即动态测量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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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试技术基础(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仪器、测控、自动化、信息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
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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