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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测量是电子信息系统的基础环节。
在电子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现代经济对电子测量人才的需求在数量上和层次上都日益提高。
为此，在有关院校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编写了这本《电子测量与仪器》教材，希望能够为
电子测量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尽一己之力。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力求落实“突出应用性、强调工具性、体现先进性”的原则，尽量使书中
内容能够融传授知识、发展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
针对高职教育的特点，理论以讲明、够用为度，突出专业知识的实用性和实效性。
例如对电子测量技术的主要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而对于具体的测量问题，不求面面俱到，而
是精选少量、通用的例证进行详细讲解；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注意主辅协调、合理搭配，既注重
基本测量原理的讲解，又突出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
另外，为了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尽快胜任电子测量方面的工作，本书还对一些常规的、具有代表性的
仪器仪表的工作原理、技术指标和使用方法进行了介绍。
　　全书内容共分10章，内容结构如下。
　　第1章：介绍了测量与电子测量、计量的基本概念，电子测量仪器的分类和发展。
详细讲解了测量误差理论和测量数据的处理方法。
　　第2章：介绍了低频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发生器、函数信号发生器和电视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原
理和使用方法，并对频率合成技术进行了讲解。
　　第3章：详细分析了示波管的结构和波形显示原理，并对通用示波器、取样示波器和数字存储示
波器的组成原理、技术指标和使用方法以及示波器的基本测量技术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第4章：讲解了电流、电压和功率的测量原理，直流电流表、电压表和数字万用表的组成原理和
使用方法。
　　第5章：讲解了R、L、C元件和半导体器件的相关概念和测量原理，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检测方法
。
介绍了Q表、数字电桥的组成原理、技术指标和使用方法。
　　第6章：介绍了时频关系与时频基准，电子计数器的分类、组成原理与基本测量技术，并对频率
测量、周期测量和时间间隔测量的测量误差进行了分析。
　　第7章：讲解了线性系统频率特性测量和频谱分析测量；并对频率特性测试仪、频谱分析仪和失
真度分析仪的组成原理、技术指标和使用方法进行了介绍。
　　第8章：介绍了数据域测量的基本概念，逻辑笔、逻辑夹的基本结构和使用方法。
讲解了逻辑分析仪的组成原理、技术指标和使用方法以及可测试性设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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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测量与仪器在电子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电子测量与仪器》从基本的测量概念入手，向读者循序渐进地介绍电子测量技术，并结合当前常用
的电子测量仪器，分析其组成原理、技术指标和使用方法，以此来提高读者对测量技术的应用能力。
全书共分为10章，分别介绍了电子测量技术基础，测量用信号源，电子示波器，电流、电压与功率测
量，电子元器件的测量，电子计数器，频域测量技术，数据域测量，现代电子测量技术，最后提供
了10个比较成熟的基本实训。
《电子测量与仪器》1-9章都配有习题，以帮助读者抓住重点，巩固所学知识。

　　《电子测量与仪器》不需要读者具有高深的数学知识，只要具有基本的电路分析与电子技术知识
，就可以轻松学习。
《电子测量与仪器》适合于高职院校电子技术、信息与自动化专业的学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电子
技术相关专业需要使用测量技术与仪器的学生和相关的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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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5 合成信号发生器 前面我们已介绍了低频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发生器和函数信
号发生器三种信号源。
这三种信号源都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其频率稳定性不是很高。
而现代电子测量对信号源频率准确度和稳定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频带宽度的要求也越来越宽。
而信号源输出频率的准确度和稳定度又主要取决于其主振级输出频率的稳定度。
因此，主振级如何在较宽频率范围内获得输出频率的高稳定度，是信号源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该问题可通过采用频率合成技术来解决。
 所谓合成信号发生器就是利用频率合成技术组成的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它用频率合成器代替信号发生
器中的主振荡器。
合成信号发生器的优点主要在于，它既有信号发生器良好的输出特性和调制特性，又有频率合成器的
高稳定度、高准确度，同时输出信号的频率、电平、调制深度等均可控制，是一种先进、高档的信号
发生器。
合成信号发生器的结构较为复杂，但其核心都是频率合成器。
 频率合成器是把一个（或少数几个）高稳定度的频率源fs进行加（产生和频）、减（产生差频）、乘
（产生倍频）、除（产生分频）及其组合运算，从而产生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按一定频率间隔（或称
频率跳步）的一系列离散频率的信号。
由于频率源通常使用具有高稳定度的石英晶体振荡器，所以其输出频率非常稳定。
频率合成器可以合成频率范围极宽的信号输出，覆盖范围由毫赫兹到数千兆赫兹。
 频率合成的方法一般包括两种：直接合成法与间接合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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