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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电工电子实践”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9章，包括电工基础实践知识，常用电子元器件，常用电子测量仪器的原理与应用，直流电
路研究与实践，动态电路的特性研究和交流电路研究与实践，常用的电路仿真工具软件，电工基础制
作工艺，集成数字万用表装配调试等内容。
书后还提供了4个附录，分别介绍信号发生器、数字毫伏表、可跟踪直流稳定电源及示波器的使用指
南。
本书遵循认知规律，以实践训练为主，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有机结合，突出电工电子技术的实用性
。
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图文并茂，体系完整。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电工电子类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同时，也可作为从事电子产品开发、设计、生产的技术人员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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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工基础实践基本知识　　1.1　电子测量基本概念　　1.2　误差的基本知识与数据处理
　　1.2.1　电子测量中产生误差的原因　　分析电子测量中的误差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测量人员采取
适当措施，减小测量误差。
影响误差的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仪表的因素。
仪器仪表本身及附件电气和机械性能的不完善，例如仪表选择不当、仪表安装摆放不当、仪表零位偏
移、刻度的不准确等原因都会引起测量误差。
　　（2）环境的因素。
外界环境如温度、湿度、光照、电磁场、机械振动、放射性等因素的影响，会给电子测量带来误差。
　　（3）测量方法的因素。
由于测量方法选择不当或依据的理论不严格，计算过程使用近似公式、近似值都会引起测量误差。
测量过程中不按照技术规范操作也会使测量误差增大。
　　（4）实验者人为因素。
测量过程中测量者本身的原因，如分辨能力、工作习惯、疲劳程度及责任心等也是引起误差的重要因
素。
　　1.2.2　误差的分类　　根据误差的性质和来源，可以将测量中的误差分为系统误差、随机（偶然
）误差和粗大（过失）误差。
　　1.系统误差　　由于测量仪器或工具本身的局限、测量原理或测量方法的缺陷、实验操作及实验
人员的心理生理条件的制约带来的测量误差，称为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的特点是在相同测量条件下、重复测量，所得测量结果总是偏大或总是偏小，且误差数
值一定或按一定规律变化。
　　减小系统误差通常可以通过改变测量工具或测量方法，也可以对测量结果考虑修正值。
　　2.随机（偶然）误差　　由于偶然的或不确定的因素所造成的每一次测量值的无规则变化（涨落
），叫做偶然误差或随机误差。
产生偶然误差的原因很多，例如，观测时机不对，读数不准确，周围环境的偶然变化或电源电压的波
动等因素的影响等，使观察值不按方向性和系统性而随机地变化。
随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可以用多次测量结果取算术平均值的方法减小随机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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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工技术实践》以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识与能力并重为编写原则，在内容安排上，从电工基础
实践知识、常用电子元器件和常用电子测量仪器人手，逐步引入了电工电子技术所涉及的基本实践知
识与技能。
在掌握一定的电工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依次介绍了直流电路研究与实践，动态电路的特性研究
和交流电路研究与实践等相关实践内容。
然后，介绍了常用的电路仿真工具软件和电工基础制作工艺。
最后给出了集成数字万用表装配调试综合实践实例，使读者能完整系统地了解工程实践流程和方法，
并能够举一反三掌握基本技能。
《电工技术实践》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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