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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学校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系列教材：测量原理》的主题是测量原理，主要用于测量的
科学基础学习与教学，为理解各种具体的测量知识与掌握各种专门的测量技能奠定语言基础，同时也
为科学研究工作者分析测量问题建立基本的理论体系。
　　本书分为6章，包括测量的基本概念、测量的数学物理模型、测量的有效性分析、测量中的计算
方法、测量系统、测量的科学技术方法论。
　　本书可作为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或相关测量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可用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
究生教学，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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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个原因是出于历史方面的考虑。
我们说数学的最初起源之一来自于古测量学（这是数学史家的结论），而近代数学严密理论基础（微
积分、实数连续统）的建立同样来源于测量问题的争论，这就是数学家关于“飞矢不动”的争论。
显然，这是一个速度量值存在性与可测性问题。
这个争论在数学家那里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微积分和实数连续统的严密概念完全建立之后才停止。
我们将测量学的理论和科学语言基础归结为语言所代表的数学语言体系，可以借鉴数学中早已成熟的
理论与方法，最大限度地防止测量学在理论上走入误区。
 我们还是回到测量学自身的历史上来，由于近百年来科学实验技术和计量学的发展，测量学尤其是测
量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现今从事测量的科技工作者的专业理论语言（或学科语言）主要是从我们
同时代的物理学导师那里学来的，所用的数学语言是前辈物理学家从他们的数学导师那里学来的。
就像我们从法国人那里学英语，即使没有丢失语言精髓，至少也会使发音走调。
阅读科技文献，涉及测量的书籍与文献浩如烟海，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事实：在许多测量问题的描述中
，作者从物理学典籍中片段地抄来某条物理学定律（通常会遗漏某些重要的前提条件），再经过不严
格的数学演绎（通常使用近似、简化或不完整的计算拟合），再经过缺乏理论依据的实验“验证”，
经常得出貌似创造性的结论来。
这种成果不仅对测量学进展没有作用，还会干扰测量学的正常发展。
有人说，这种成果可以通过计量学或计量程序得以检验真伪。
事实上，由于测量噪声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多么精密的计量检验手段也无法区分测量结果中的误差是
噪声还是“系统误差”，而上述情况中的“系统误差’，事实上就是错误。
这正是我们要指出的——某些缺乏理论依据的测量方法或结论，是无法通过计量来发现错误的。
上述认识也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测量领域重视试验、轻视理论的现状，反映了我们已经部分进入
了一个误区——将测量的理论交给物理学家；将测量结论的鉴别交给计量体系；测量工作者专门从事
一件事，那就是将计量检验结果与物理学家的理论作一次数据拟合。
这就部分地造成了测量学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尴尬局面。
可以推断：只要测量学还有存在的必要，还能成为未来科学体系的一个分支，那么上述情况就是现代
科学最大的危险之一。
 重建测量学理论体系当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所以本书提倡使用严密的数学语言作为测量学的“儿语
”基础，尽量在测量学理论中扬弃现在通行的技术语言。
 4.1.3有限计算可行牲 测量算子的有限计算可行性问题，在前文中被分解为两个问题。
下面针对普适性测量算子，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测量信号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定理4.1：给定M维空间中的有界区间V和有界时间集T，假设理论测量信号g（t；v）是VXT上的有效
测量信号，若最大灵敏度OK⋯存在，噪声的概率分布是连续函数，则普适性测量算子在V×T上满足
有限计算条件。
 很显然，定理4.1给出的条件是一个充分条件。
下面先对定理所给的条件予以说明和分析，然后给出定理的简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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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学校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系列教材:测量原理》可作为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或相关测量学专
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可用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牛教学，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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