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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试技术(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机械工
程测试技术”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测试技术(第2版)》系统地阐述了测试技术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
以及典型物理量的测试方法。《测试技术(第2版)》以加强学科基础、培养读者动手能力为宗旨，着重
叙述基本的测试原理、信号的分析与处理方法、测试系统的特性以及测试技术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
础上，对位移、振动、噪声、力、扭矩、压力、温度、流量等的测试分别进行了阐述。为了帮助读者
掌握各章内容，每章后设有一定量的习题。
本次修订增加了测量误差理论、数据处理和实验指导原则等章节，以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掌
握测试技术的内容。
《测试技术(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机械类各专业“测试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自动控制
、仪器仪表类有关专业“测试技术”课程的教材。同时，对工厂、科研单位以及其他从事机械工程性
能试验和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亦有参考价值。

Page 2



《测试技术》

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信号及其描述1.1 信号的分类1.2 信号的描述1.2.1 周期信号的描述1.2.2 非周期信号的描述1.2.3
随机信号的描述1.3 几种典型信号的频谱1.3.1 单位脉冲函数（8函数）的频谱1.3.2 矩形窗函数和常值函
数的频谱1.3.3 指数函数的频谱1.3.4 符号函数和单位阶跃函数的频谱1.3.5 谐波函数的频谱1.3.6 周期单位
脉冲序列的频谱习题第2章 信号的分析与处理2.1 信号的时域分析2.1.1 特征值分析2.1.2 概率密度函数分
析2.2 信号的相关分析2.2.1 相关系数2.2.2 自相关分析2.2.3 互相关分析2.2.4 相关分析的应用2.3 信号的频
域分析2.3.1 巴塞伐尔（Paseval）定理2.3.2 功率谱分析及其应用2.3.3 相干函数2.3.4 倒谱分析2.4 数字信
号处理基础2.4.1 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步骤2.4.2 时域采样和采样定理2.4.3 截断、泄漏和窗函数2.4.4 频域
采样与栅栏效应2.4.5 DFT和FFT习题第3章 测试系统的特性3.1 线性系统及其主要性质3.2 测试系统的静
态特性3.2.1 非线性度3.2.2 灵敏度3.2.3 分辨力3.2.4 回程误差3.2.5 漂移3.3 测试系统的动态特性3.3.1 传递
函数3.3.2 频率响应函数3.3.3 脉冲响应函数3.3.4 环节的串联和并联3.3.5 一阶和二阶系统的特性3.4 测试
系统在典型输入下的响应3.5 实现不失真测试的条件3.6 测试系统特性参数的测定3.6.1 测试系统静态特
性的测定3.6.2 测试系统动态特性的测定习题第4章 常用传感器4.1 传感器概述4.1.1 传感器的分类4.1.2 传
感器技术的主要应用4.1.3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趋势4.2 传感器的选用4.2.1 传感器的主要技术指标4.2.2 传
感器的选用原则4.3 电阻式传感器4.3.1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4.3.2 压阻式传感器4.3.3 变阻式传感器4.4 电感
传感器4.4.1 自感式传感器4.4.2 互感式传感器4.4.3 压磁式传感器4.5 电容传感器4.6 压电传感器4.7 磁电传
感器4.7.1 磁电感应传感器4.7.2 霍尔传感器4.8 光电传感器4.8.1 光电效应及光电器件4.8.2 光电传感器的
应用4.9 光纤传感器4.10其他类型传感器4.10.1 气敏传感器4.10.2 湿度传感器4.11 传感器在汽车上的综合
应用习题第5章 信号的调理与记录5.1 电桥5.1.1 直流电桥5.1.2 交流电桥5.2 信号的放大与隔离5.2.1 基本
放大器5.2.2 测量放大器5.2.3 隔离放大器5.3 调制与解调5.3.1 幅值调制与解调5.3.2 频率调制与解调5.4 滤
波器5.4.1 滤波器分类5.4.2 理想滤波器与实际滤波器5.4.3 恒带宽比和恒带宽滤波器5.4.4 无源滤波器与有
源滤波器5.4.5 数字滤波器5.5 信号记录装置5，5.1 磁光盘记录器5.5.2 高速摄像仪5.5.3 数字存储示波器习
题第6章 现代测试系统6.1 计算机测试系统的基本组成6.1.1 多路模拟开关6.1.2 A／D转换与D／A转
换6.1.3 采样保持（S／H）6.1.4 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方式6.2 计算机测试系统的总线技术6.2.1 总
线的基本概念及其标准化6.2.2 总线的通信方式6.2.3 测控系统内部总线6.2.4 测控系统外部总线6.3 虚拟
仪器6.3.1 虚拟仪器的出现6.3.2 虚拟仪器的硬件系统6.3.3 虚拟仪器的软件系统6.3.4 基于LabVIEW的虚拟
仪器示例6.3.5 虚拟仪器的发展趋势6.4 网络化测试仪器6.4.1 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网络化测控系统6.4.2 
面向Intemet的网络测控系统6.4.3 网络化测试仪器与系统实例习题第7章 振动的测量7.1 振动的基础知
识7.1.1 振动的类型及其表征参数7.1.2 单自由度系统的受迫振动7.2 振动的激励与激振器7.2.1 振动的激
励7.2.2 激振器7.3 振动测量与测振传感器7.3.1 常用测振传感器7.3.2 振动量的测量7.3.3 机械振动参数的
估计7.3.4 测振装置的校准7.4 位移的测量7.4.1 位移测量与测量传感器7.4.2 位移测量应用实例习题第8章 
噪声的测量8.1 噪声测量的主要参数8.1.1 声压与声压级8.1.2 声强与声强级8.1.3 声功率及声功率级8.1.4 
多声源的噪声强度8.2 噪声的分析方法与评价8.2.1 噪声的频谱分析8.2.2 噪声的响度分析及评价8.3 噪声
测量仪器8.3.1 传声器8.3.2 声级计8.3.3 声级计的校准8.4 噪声测量及其应用8.4.1 噪声测量应注意的问
题8.4.2 声功率的测量和计算8.4.3 噪声诊断的应用习题第9章 力、扭矩、压力的测量9.1 力的测量一9.1.1 
应力、应变的测量9.1.2 力的测量装置9.2 扭矩的测量9.2.1 应变式扭矩测量9.2.2 压磁式扭矩测量9.2.3 磁
电感应式扭矩测量9.2.4 光电式扭矩测量9.3 压力的测量9.3.1 压力测量弹性元件9.3.2 压力测量装置习题
第10章 温度的测量10.1 温度标准和测量方法10.1.1 温度的测量方法10.1.2 温标及其传递10.2 热电偶温度
计10.2.1 热电效应和热电偶10.2.2 热电偶基本定律10.2.3 标准化热电偶10.3 热电阻温度计10.3.1 金属电阻
温度计10.3.2 半导体热敏电阻10.4 非接触式测温法10.4.1 全辐射温度计10.4.2 光学高温计和光电高温
计10.4.3 比色高温计10.4.4 红外测温习题第11章 流量的测量11.1 容积式流量计11.1.1 椭圆齿轮流量
计11.1.2 腰轮转子流量计11.1.3 齿轮流量计11.2 压差式流量计11.2.1 压差式流量计的计算公式11.2.2 节流
装置11.3 流体阻力式流量计11.3.1 转子流量计（7孚子流量计）11.3.2 靶式流量计11.4 速度式流量
计11.4.1 涡轮流量计11.4.2 超声波流量计11.4.3 电磁流量计习题第12章 测量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12.1 测
量误差的基本理论12.1.1 测量误差的定义及其表示法12.1.2 测量误差的分类12.1.3 有效数字和数据舍入
运算规则12.1.4 测量结果的评价12.2 测量误差的影响及其消除12.2.1 随机误差的统计特性与分析处
理12.2.2 系统误差的发现与消除方法12.2.3 疏失误差的消除方法与判别准则12.3 数据处理的一般方
法12.3.1 最小二乘法12.3.2 回归分析习题附录实验指导原则常用术语（词汇）中英文对照表参考文献

Page 3



《测试技术》

Page 4



《测试技术》

章节摘录

　　一个被测对象的信息总是通过一定的物理量&mdash;&mdash;信号所表现出来。有些信息可以在被
测对象处于自然状态时所表现出的物理量中显现出来，而有些信息却无法显现或显现得不明显。在后
一种情况下，需要通过激励装置作用于被测对象，使之产生出要获取的信息载于其中的一种新的信号
。　　传感器是将被测信息转换成某种电信号的器件。它包括敏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敏感器一般是
将被测量如温度、压力、位移、振动、噪声、流量等转换成某种容易检测的信号，而转换器则是将这
种信号变成某种易于传输、记录、处理的电信号。　　信号的调理环节是把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
更适合于进一步传输和处理的形式。这种信号的转换多数是电信号之间的转换，如幅值放大，将阻抗
的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或频率的变化等。　　信号处理环节是对来自信号调理环节的信号进行各种
运算、滤波和分析。　　信号显示、记录环节是将来自信号处理环节的信号以观察者易于观察的形式
来显示或存储测试的结果。　　而反馈、控制环节主要用于闭环控制系统中的测试系统。　　图0.1 中
信号调理、信号处理、反馈、控制、显示等环节，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经A／D转换后采用计算机等进
行分析、处理，并经D／A转换控制被测对象。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准确地获得被测对象
的信息，要求测试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输}H量与输入量之间必须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其输出
的变化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其输入的变化，即实现不失真的测试。　　4.测试技术的发展动向　　先进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测试技术应该适应这种发展。根据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的要求以及测试技术自身
的发展规律，不断拓展着新的测量原理和测试方法及测试信息处理技术。具体体现在：　　1）传感
器向新型、微型、智能型方向发展。　　2）测试仪器向高精度、多功能、小型化、在线监测、性能
标准化和低成本发展。　　3）参数测量与数据处理以计算机为核心，使测量、分析、处理、打印、
绘图、状态显示及故障预报向自动化、集成化、网络化发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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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测试技术（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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