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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根据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编写。

　　本书共分8个单元，主要内容包括砂石材料，石灰、水泥和稳定土，水泥混凝土和砂浆，沥青材
料，沥青混合料，工程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建筑钢材、道路工程建筑材料检测。
前?个单元的内容是第8单元——道路工程建筑材料检测的基础。
本书采用了单元教学方法，同时又努力克服单纯为追求单元教学而忽视基本理论知识的做法，符合我
国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的是施工现场的技术人员而不是技术工人。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教材，也适合施工企业相关管
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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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误差（1）误差的表示方法根据误差表示方法的不同有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两种。
1）绝对误差。
绝对误差是指实测值与真值之差。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真值是无法得知的，因而绝对误差也无法得到。
一般只能应用一种更精密的量具或仪器进行测量，所得数值称为实际值，它更接近真值，并用它代替
真值计算误差。
2）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是指绝对误差与被测真值（或实际值）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通常都用相对误差来表示测量误差。
（2）误差的来源在任何测量过程中，无论采用多么完善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也无论在测量过程
中怎样细心和注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
产生误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归纳如下：装置误差；环境误差；人员误差；方法误差。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误差来源有时是联合作用的，在进行误差分析时可分别作为一个独立的误差
因素来考虑。
6.有效数字有效数字：在分析工作中实际能够测量到的数字。
从计算数学的观点来说，有效数字可用来描述一个近似数的精度，一个数的相对（绝对）误差都与有
效数字有关，有效数字的位数越多，相对（绝对）误差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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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路工程材料与检测》是高等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职高专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
系列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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