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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的获取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人类可通过感觉器官获取满足生活的大量信息。
但在浩瀚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欲获取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信息，无论在获取信息的幅值上，还是时间、
空间上，或在分辨信息的能力方面，人类的感觉和大脑功能是十分有限的。
测试作为定量地获取事物信息的一种手段，而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测试技术是一门专业技术基础课程。
本教材针对各专业测试工作中的共性问题展开系统讨论，以测试技术涵盖的经典内容为重点，适当介
绍测试技术发展中的新技术，新内容，力求让读者较全面地理解及掌握测试技术。
　　本书共分为三篇11章内容：第一篇为工程测试技术基础篇；第二篇为工程测试应用篇；第三篇为
测试信号处理篇。
　　绪论简要介绍了测试技术及信息处理的内涵和发展趋势，重点阐明本教材的特点及目的；第1章
工程测量的基础知识介绍了测量的基本方法、标准量及其传递及现代测试系统的组成作初步介绍。
第2章工程信号的分析及处理基础介绍了信号的分类及描述方法和典型的动态激励信号，重点讨论了
工程中常见的周期信号和时限信号的分解及频谱分析方法和随机信号的分析方法，为信号的可测性提
供依据。
第3章测试系统及基本特性针对动态测试的特点，研究测量系统的基本特性及其分析方法。
第4章工程测试中的传感器技术将传感器按其工作原理分类，阐述其工作原理、结构及特性。
第5章信号调理、显示及记录仪器介绍了信号调理中的信号放大、滤波、调制解调等重要单元，分析
研究其工作原理和用途，同时讨论了常见的显示方式。
第6章计算机化测试技术介绍了采样定理、数据采集系统、计算机辅助测试技术中常用的接口技术、
仪器总线及虚拟仪器系统。
第7章试验数据处理主要介绍了实验数据的表示方法及回归分析方法。
第8章误差分析及不确定度评估主要介绍了误差的基本概念及A类、B类不确定度评估的方法。
第9章常用参量测量介绍了工程中常见的参量（如应力、应变、力、压力、流量、噪声、温度、位移
、速度、加速度、振动等的测量）。
第10章数字信号处理基础讲述数字信号分析、处理方法，重点讨论窗函数、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及数字滤波器。
第11章工程测试信号处理讨论了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重点介绍了信号的相关分析、功率谱分析、倒
频谱分析、频谱细化分析、小波变换，还介绍了数字滤波及动态补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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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测试与信息处理（第2版）》详细介绍了工程测量的基础知识、工程信号的可测性分析方
法、测试系统的基本特性、工程测试中常用传感器技术、常用信号调理及记录仪器、计算机在测试技
术中的应用、常用参量测量技术、测试信号处理的数字信号分析基础及工程测试中的常用测试信号处
理方法。
　　为便于读者学习和掌握《工程测试与信息处理（第2版）》的主要内容，每章都列出学习要点、
配有一定的工程应用实例及习题。
　　《工程测试与信息处理（第2版）》可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武器系统与发射工程、地
面武器机动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测控技术及仪器、精密仪器与机械及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的
教科书或参考书，亦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师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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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信息论的观点看，信息是客观事物的时间、空间的特殊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是一个
“场”的概念。
人们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将需研究的那些信息以各种技术手段表达出来，这种对信息的表达形式称
为“信号”。
因此信号是某一特定信息的载体，在测试过程中，需要对测试信号进行分析及处理，才能获得信息。
　　信号分析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从被测对象中获得有用信息，常用的方法是将复杂信号
分解为若干简单信号分量叠加，并以这些分量的组成情况去考察信号的特性，从而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
信号分析中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把频率作为信号的自变量，在频域里进行信号的频谱分析，研究信号
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如在动态测试过程中，需对被测信号进行频谱分析，以确定所选的传感器的频率响应范围。
　　信号处理是指对信号进行某种加工变换或运算（如滤波、变换、增强、压缩、估计、识别等），
来获取信息或将之转换成人们希望的另一种信号形式。
信号处理包括时域和频域两部分。
如采用模拟低通滤波器对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振动信号进行滤波，可以避免信号混叠现象的发生。
　　4.本书的特点及目的　　本课程主要讨论机械工程动态测试中的传感器、中间变换电路及记录显
示分析设备的工作及原理，测量系统的静、动态特性的评价方法，测量信号的描述、分析和处理，计
算机化测试系统的应用，常用物理量的动态测试方法等。
　　对高等学校机械工程各有关专业来说，本课程是一门技术基础课。
本课程是数学、物理学、电工学、电子学、力学、控制工程及计算机技术等课程的综合应用。
本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密切联系实际，加强实验，注重物理概念的理解，才能
真正掌握有关知识。
本课程在教学环节中安排了相关的必要实验，学习中学生必须主动积极地参加实验，才能受到应有的
实验能力的训练，才能获得关于动态测试T作的完整概念，也只有这样，才能初步具有处理实际测试
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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