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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主要介绍量值传递与计量检定、静态和动态
测量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除绪论外，内容包括量值传递与计量检定、误差分析的基本概
念、测试系统的误差分析与补偿、测量结果的处理及评定、数据处理的最小二乘法、静态实验数据的
处理方法、动态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和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应用实例等。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介绍了力、温度、角速度、加速度、电流等参数测量时的误差分析与数据处
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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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通常使用的表类量具有百分表、杠杆百分表和内径百分表等。
 （4）角度量具。
 常用的角度量具有直角尺、方箱、正弦尺和水平仪。
 直角尺是检验和划线中常用的量具，在安装和调整设备时，用来检验零部件有关表面的相互垂直度，
也用于量具、量仪的检定工作。
直角尺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圆柱角尺、刀口形角尺、矩形角尺、铸铁角尺及宽座角尺五种。
 方箱是一个具有六个工作面的正方体，由铸铁或钢材制成外形。
方箱内为空腔，其中一面有V形槽。
方箱主要用于机械零件平行度、垂直度的检验及划线。
 正弦尺是利用正弦原理测量工件角度和圆锥度的间接测量量具，它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对小角度
的测量可以达到较高的准确度。
 水平仪用来测量水平位置或垂直位置的微小角度偏差的一种量具。
常用于检验和调整设备安装的水平位置和垂直位置，也可以用来测量机床导轨的直线度、平面度、平
行度，以及测量平板、平尺的平面度等。
 （5）平直量具。
 常用的平直量具有平板、样板直尺和平尺。
 平板在量具检定、精密测试及划线中作为基准定位面或辅助工具。
平板有钢制平板和岩石平板两种。
 样板直尺是以光隙法检定精密平面的直线度及平面度的量具，也可以用光隙法与量块比较测量零件的
尺寸。
样板直尺分刀口直尺、三棱直尺及四棱直尺三类。
 平尺是用来测量工件的直线度和平面度的量具，一般与水平仪结合使用。
平尺按结构可分为矩形平尺、工形平尺及桥形平尺三类。
 2）专用量具 量规是一种没有刻度的专用检验工具。
用量规检验零件时，只能判断零件是否合格，而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值。
量规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靠，检验效率高，因此在机械制造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常用的量规有检验孔、轴的光滑极限量规，直线尺寸量规（包括高度规和深度规），形状位置量规，
键槽量规，花键量规及螺纹量规等。
 3）机械式量仪 机械式量仪主要指用于长度和角度测量的纯机械仪器。
这类测量仪器结构简单，调整方便，精度也能满足部分被测工件或器具的要求，所以至今仍然被广泛
应用，如各种机械式比较仪、测微仪、直角尺检定仪和水平检定器等。
 4）光学式量仪 光学式量仪是利用光学与机械原理相结合设计的仪器，在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航空
航海、天文气象、大地测量、桥梁建筑、机械加工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光学式量仪按用途可分为长度测量仪、线纹测量仪、角度测量仪、平面度测量仪；按光学系统可分为
自准直式、显微镜式、光波干涉式和投影式。
自准直式光学量仪有目镜式自准直仪、光电准直仪、测微平行光管、立／卧式光学计等。
显微镜式光学量仪有测长机、测长仪、工具显微镜、光学分度头、测角仪等。
投影式光学量仪有立／卧式投影仪。
光波干涉式光学量仪有接触式干涉仪、干涉显微镜、等厚干涉仪、等倾干涉仪等。
 5）电动式量仪 电动式量仪是基于电学原理将被测参量转换为电信号，再经过电子线路放大或运算，
最后进行显示或打印处理的计量仪器。
这类仪器具有使用方便、效率高、适应性强等突出特点。
 电动式量仪按用途分为电动测微仪、电动轮廓仪、圆度仪、三坐标测量机等；按传感器原理分为电感
式、电容式、电压式、光栅式等；按电路原理可分为模拟式和数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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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仪器仪表类专业、机械
类专业、电气电子类专业、信息类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计量、测试领域相关
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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