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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量是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书主要介绍静态测量和动态测量的误差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内容包括：误差的基本概念、分类、
来源及误差分析的意义；误差分析的基本理论；测量结果的处理及评定；最小二乘法基本原理及其应
用；测试系统静、动态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及其静、动态误差分析、误差补偿等。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介绍了长度、温度、电流、压力及振动等静、动态测试系统的误差分析与
数据处理实例。
    本书可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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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科教材，同时可作为计量测试、测量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测试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测量的基本概念　　1.1.1 测量与测试　　1.1.2 测量过程　　1.1.3 测量方法的分类　
　1.1.4 单位制与基准  1.2 误差的基本概念及误差分析的意义　　1.2.1 误差的定义　　1.2.2 误差的分类
　　1.2.3 误差的来源　　1.2.4 误差分析的目的及意义  1.3 测量结果的评价及处理　　1.3.1 测量结果的
评价　　1.3.2 测量结果的处理方法　1.4 有效数字与数值运算　　1.4.1 有效数字和有效位数　　1.4.2 
数字舍入规则　　1.4.3 数据运算规则　习题第2章 误差分析的基本概念　2.1 随机误差　　2.1.1 随机误
差的基本概念　　2.1.2 算术平均值　　2.1.3 测量的标准差　　2.1.4 测量的极限误差　2.2 系统误差　
　2.2.1 系统误差的基本概念　　2.2.2 系统误差的来源与分类　　2.2.3 系统误差的减小和消除　2.3 粗
大误差　　2.3.1 基本概念　　2.3.2 粗大误差的判断准则　　2.3.3 粗大误差的消除　2.4 误差的合成　
　2.4.1 函数误差　　2.4.2 随机误差的合成　　2.4.3 系统误差的合成　　2.4.4 误差合成原理及其应用
　2.5 误差的分配　　2.5.1 微小误差取舍原则　　2.5.2 按等影响原则分配误差　　2.5.3 按可能性调整
误差　　2.5.4 验算调整后的总误差　2.6 最佳测量方案的确定　　2.6.1 选择最佳函数误差公式　　2.6.2
使误差传递系数尽量小　习题第3章 测试系统静态误差的分析与补偿　3.1 静态误差分析与补偿的基本
原理　　3.1.1 原理误差及其补偿原理　　3.1.2 工具误差及其补偿原理　　3.1.3 环节静态误差的分析及
其表达式　3.2 开环系统的静态误差分析与补偿　　3.2.1 开环系统的静态误差分析方法　　3.2.2 开环
系统静态误差的补偿方法　3.3 闭环系统的静态误差分析与补偿　　3.3.1 闭环系统的静态误差分析方
法　　3.3.2 闭环系统静态误差的补偿方法　3.4 提高测试系统静态性能的途径　　3.4.1 测试原理方案
及系统组成器件的改善　　3.4.2 误差补偿的引入　习题第4章 测试系统动态误差的分析与补偿　4.1 动
态测量误差及其评定　　4.1.1 动态测量的基本概念　　4.1.2 动态测_量数据与动态测量误差　　4.1.3 
动态测量误差与静态测量误差　　4.1.4 动态测量误差评定的基本方法　4.2 开环系统的动态误差分析
与补偿　　4.2.1 开环系统的动态误差分析方法　　4.2.2 开环系统动态误差的补偿方法　　4.2.3 动态误
差补偿网络的设计方法　4.3 闭环系统的动态误差分析与补偿　　4.3.1 闭环系统的动态误差分析方法
　　4.3.2 闭环系统动态误差的补偿方法　4.4 提高测试系统动态性能的途径　　4.4.1 测量原理方案及
系统组成器件上的改善　　4.4.2 误差补偿的引入　习题第5章 测量结果的处理及评定　5.1 等精度与不
等精度测量的数据处理　　5.1.1 等精度测量结果的数据处理　　5.1.2 不等精度测量结果的数据处理
　5.2 测量不确定度　　5.2.1 基本概念　　5.2.2 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5.2.3 测量不确定度的合成　
　5.2.4 测量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表达　5.3 测量不确定度应用实例　　5.3.1 测量不确定度计算步
骤　　5.3.2 体积测量的不确定度计算　　5.3.3 驻波比测量的不确定度计算　　5.3.4 电压测量的不确定
度计算　习题第6章 数据处理的最小二乘法　6.1 最小二乘法原理　6.2 最小二乘法的基本运算　　6.2.1
线性参数的最小二乘法　　6.2.2 非线性参数的最小二乘法　6.3 精度估计　　6.3.1 直接测量数据的精
度估计　　6.3.2 最小二乘估计量的精度估计　6.4 组合测量的最小二乘法处理　习题第7章 静态实验数
据的处理方法　7.1 线性回归的基本原理　　7.1.1 线性回归分析的基本概念　　7.1.2 一元线性回归的
基本原理　7.2 两个变量都具有误差时线性回归方程的确定　　7.2.1 问题的提出　　7.2.2 回归方程的
求法　7.3 可化为线性回归方程的回归分析方法　　7.3.1 几种典型的非线性回归方程　　7.3.2 化曲线
为直线的回归分析的步骤　　7.3.3 回归效果的判断　7.4 多元线性回归　　7.4.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
概念　　7.4.2 线性回归效果检验　　7.4.3 每个自变量在多元线性回归中的作用　7.5 具有非线性函数
特征测量系统的静态实验数据处理　　7.5.1 分项性能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7.5.2 综合性能指标的计算
方法　习题第8章 动态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8.1 随机过程及其特征　　8.1.1 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　
　8.1.2 随机过程的特征量　　8.1.3 随机过程特征量的实际估计　8.2 动态测量误差及其评定　　8.2.1 
动态测量误差处理　　8.2.2 动态测量误差的评定参数和数学模型　8.3 测试系统的动态响应及动态性
能指标　　8.3.1 测试系统时域动态性能指标　　8.3.2 测试系统频域动态性能指标　8.4 测试系统动态
特性测试与动态模型建立　　8.4.1 由阶跃响应曲线获取系统的传递函数的回归分析方法　　8.4.2 由实
验频率特性获取系统的传递函数的回归分析方法　习题第9章 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应用实例　9.1 长度
测量的应用实例　　9.2 温度测量的应用实例　　9.3 压力测量的应用实例　　9.4 振动测量的应用实例
　　9.5 电流测量的应用实例附录A 国际单位制（SI）附录B 多种随机误差分布表附录C 相关系数表参
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测试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测试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是评定测量系统性能的关键环节。
数据处理重在通过对测量结果的分析来获取系统内在的各种关系，而误差分析则重在分析系统性能偏
离期望值的程度及如何补偿偏离程度。
本章旨在对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过程中遇到的基本概念进行介绍，以奠定后续章节学习的基础。
　　1.1　测量的基本概念　　本节主要对测量过程中的概念进行介绍，如测量与测试、测量过程和测
量方法的分类等，目的是了解测量的基本过程及其特点。
　　1.1.1　测量与测试　　1.测　量　　测量是将被测量与一个作为测量单位的标准量进行比较得出
比值的过程。
若被测量为L，计量单位为u，确定的比值为q，则测量可表示为：L=q×u。
　　测量是人类揭示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描述物质世界的重要手段。
测量结果可以在一定精确度内重复实现，以获得人们需要的量值。
测量存在于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如温度计测量温度、水表测量流量等。
　　完整的测量过程应包含被测量、测量单位、测量方法（含测量器具）和测量精度四个要素。
其中各要素说明如下：　　①被测量　测量对象的特定量。
认真分析被测对象的特性，研究被测对象的含义十分重要，它是制定测量方法的关键依据。
　　②测量单位简称单位，是以定量表示同种量的量值而约定采用的特定量。
国家标准规定采用以国际单位制（SI）为基础的“法定计量单位制”。
测量过程中，测量单位必须以物质形式来体现，能体现计量单位和标准量的物质形式有光波波长和精
密量块等。
　　③测量方法在实施测量过程中对测量原理的运用及实际操作。
广义地说，测量方法可以理解为测量原理、测量器具（计量器具）和测量条件（环境和操作者）的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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