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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世界各国，对误差和仪器精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
度重视。
这是由于当今世界处于信息时代，测试技术作为信息科学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备受青睐，信息提取
的准确性、科学实验及工程实践中大量数据信息的合理处理和科学评价都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对仪
器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长春理工大学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学生培养目标的要求，自1962年以来陆续在研究生中开设了
“仪器精度理论”课，在本科生中开设了“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课和“仪器精度分析”课，并由毛
英泰教授编写了《误差理论与精度分析》教材，毕业生在工作中深受裨益。
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吸取兄弟院校教材的长处，经过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编写的。
　　本教材贯彻“十一五”国防特色学科专业教材建设的精神，适应21世纪军工科技人才培养的需要
，力求结构合理、内容准确、知识更新、理论与实践结合，反映了课程体系改革的成果，引用了现代
国防科研的新技术和新成果。
本书的特点是，系统阐述了误差理论和仪器精度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它们在
计量测试、兵器试验和仪器设计及精度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并将仪器精度理论同产品设计、装校、测
试、鉴定等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体系。
　　全书共分16章。
第1章至第8章为误差理论部分，其内容包括：误差和精度的基本概念，误差分布，随机误差，系统误
差，粗大误差，误差传播与误差合成，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最小二乘法；第9章至第16章为仪器
精度理论部分，其内容包括：仪器精度的基本概念，仪器精度评定方法，精密运动机构精度，传动与
变换机构精度，光学系统及其元件精度分析，仪器电子系统精度分析，仪器总体精度设计及典型仪器
的精度分析。
通过本教材的学习，学生基本上可以对各类光电检测仪器、精密仪器以及设备中的光学、机械、电控
系统精度和仪器总体精度进行分析与设计，也可对各种检测系统和测试方法进行测量精度分析与计算
，并为仪器的设计、制造、检测与鉴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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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误差理论与仪器精度两部分。
误差理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误差和精度的基本概念，误差的概率分布，随机误差的基本特性，等精度测
量和不等精度测量中随机误差的估计，误差的置信区间，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分类、发现的方法以
及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的方法，粗大误差的判别准则，误差的传递与误差的合成，测量结果不确定度
评定及数据处理的最小二乘法。
仪器精度部分主要阐述的是仪器精度的参数、特性及精度指标，仪器静态精度的评定方法，仪器动态
精度的估计，机械系统中典型机构的精度分析，光学元件及系统的精度分析，电气系统的精度分析，
仪器总体精度设计的步骤，精度分配，精度分析的方法，仪器的精度计算方法以及提高仪器测量精度
的措施，并给出电子经纬仪、光电坐标测量仪、万能工具显微镜三种军民两用的精密仪器的精度分析
实例。
    本书知识较新，结构合理，理论联系实际，可作为高等院校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机电类专
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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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误差理论　　第1章　误差和精度的基本概念　　1.1　研究误差理论的意义　　1.1.1　研
究误差的重要意义　　人们在生产和科学实验中，不断地探索和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其方法有两种
，一是理论分析的方法，二是实验测量的方法，并且常常需要极其精确的实验测定，以希望得到没有
误差的测量结果。
因为误差会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实验测量的研究方法是极为重要的。
著名科学家门捷列夫说：“科学始于测量。
”实验研究不仅能定性地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而且能够定量地验证理论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
程度，并且能够极其精确地测定出许多理论公式中的待定常数，例如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著名的相
对论，直至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利用日食进行的天文观测才得到证实。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宇宙间的最高速度。
然而，有些科学家经过多年的精细观测，提出了可能存在超光速的所谓“快子”。
为什么要花许多年的时间进行辛劳的测量呢?因为误差可能歪曲事实，导致错误的结论。
因此，研究误差的来源及其规律性，减小和尽可能地消除误差，以得到精确的实验测量结果，对于科
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远在伽利略时代，伽利略就研究提高物理实验的精确性。
以后，法国数学家列朗德尔和德国数学家、测量学家高斯在天体运行轨道的理论研究中，都提出了用
最小二乘法来处理观测结果，奠定了误差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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