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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号与测试技术（第2版）》介绍了连续时间信号分析、离散时间信号分析以及测试中几种信
号检测与变换方法和技术；介绍了自动化检测系统中常用的电阻变换原理、电容变换原理、电磁变换
原理、压电式测量原理和谐振式测量原理等；介绍了相对位移、运动速度、加速度、转速、振动、力
、扭矩、压力、温度、流量等参数的测量系统；介绍了测试系统静态与动态基本特性与测试数据处理
方法。
　　为便于读者学习与掌握《信号与测试技术（第2版）》的主要内容，在一些章节配有一定的实例
分析；在每一章都配有习题与思考题。
　　《信号与测试技术（第2版）》可作为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信息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本科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和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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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通常需要对反映事物的多个变量，进行大量的观测，收集大量数据，
以便进行分析寻找规律。
多变量、大样本无疑会为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更
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增加了问题分析的复杂性，对分析带来不
便；如果分别分析每个变量，分析又是孤立的，不能得到综合的信息；盲目减少分析的变量，又可能
会损失很多信息，容易产生错误的结论。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在减少分析变量的同时，尽量减少信息的损失，对所收集到的数据作
全面综合的分析。
人们力求能够找出他们当中的少数“典型代表”，来进行分析描述，主成分分析法就是这类降维方法
之一，它把给定的一组相关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换成另一组不相关的变量，这些新的变量按照方差依
次递减的顺序排列。
若每个数据点是n维的，即每个观测值是n维空间中的一个点。
希望把n维空间用低于n维空间的维数表示。
在变换中保持变量的总方差不变，使第1变量具有最大的方差，称为第1主成分，其次大的是第2变量的
方差，并且和第1变量不相关，称为第二主成分。
依次类推，1个变量就有1个主成分。
主成分分析经常用减少数据集的维数，同时保持数据集的对方差贡献最大的特征，这是通过保留低阶
主成分，忽略高阶主成分做到的。
这样低阶成分往往能够保有数据的最重要方面。
但是，这也不是一定的，要视具体应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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