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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量是为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而开展的一项活动。
计量学是关于测量的科学，它涉及测量理论、测量技术和测量实践等多个领域。
　　在过去，计量称为度量衡，这是因为当时人类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生产和商品交换中
，只需要对常用的长度、容量和质量进行计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的计量已经远远不是过去简单的度量衡所能涵盖的。
现代计量工作由科学计量、法制计量和工程计量3个部分组成。
现代计量已成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一项重要的技术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行业发展
的探测器。
　　本书从计量、测量的基本概念入手，简要回顾了计量发展的历史，接着系统阐述了计量技术的基
础理论，最后介绍了计量技术的10大专业领域。
在介绍计量技术的基础理论时，力求概念准确、叙述简洁、透彻。
首先介绍了量和单位制的定义，这部分内容是保障测量结果准确可靠的基础；继而阐述了测量结果及
误差的概念，重点叙述不确定度的概念及评定方法，以便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接着阐述了计量器具
和常见的测试与计量方法，这部分内容是进行量值传递、保障量值准确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最后介
绍了保障测量结果准确可靠的法律手段和措施，即量值传递和溯源以及计量检定体系、规范等相关知
识。
在介绍10大计量专业时，以量值传递方法、计量原理与计量方法为主，注重对学生基本测量方法和能
力的培养，以使他们在掌握共性知识的基础上解决更广泛的计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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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量技术基础》系统地介绍了计量技术的基础知识。
全书共16章和1个附录，第1章至第6章重点介绍了计量的基本概念、单位制、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计
量器具的特性评价及量值传递和溯源。
第7章至第16章按学科划分，分别阐述了10大计量专业知识的概要。
各章均附有思考题可供选用。
附录为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计量技术基础》适合作为仪器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
供其他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量技术基础>>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计量学及其分类1．1．1 几个基本概念1．1．2 计量学研究的内容1．1．3 计量学的分
类1．2 计量的产生与发展1．3 计量的特点、作用和意义1．3．1 计量的特点1．3．2 计量的作用与意
义1．4 国际计量组织简介思考题第2章 量和单位制2．1 量和量值2．1．1 量的概念和分类2．1．2 量值
的概念2．2 单位和单位制2．2．1 计量单位2．2．2 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2．2．3 倍数单位和分数单位2
．2．4 量纲2．3 国际单位制2．3．1 国际单位制的优点2．3．2 国际单位制的构成2．4 我国的法定计
量单位思考题第3章 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3．1 误差的基本概念3．1．1 误差的定义及表示法3．1．2 误
差来源3．1．3 误差分类3．1．4 表征测量结果质量的指标3．2 误差的基本性质与处理3．2．1 随机误
差3．2．2 系统误差3．2．3 粗大误差3．2．4 测量结果的数据处理步骤3．3 测量的不确定度3．3．1 
测量的不确定度的基本概念3．3．2 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3．3．3 测量的不确定度的合成3．3．4 测量
的不确定度的评定步骤3．4 最小二乘法与回归分析3．4．1 最小二乘法3．4．2 回归分析思考题第4章 
计量器具及其特性4．1 计量器具的分类和特点4．1．1 计量器具按结构特点分类4．1．2 计量器具按计
量用途分类4．2 计量器具的主要特性4．2．1 计量器具的静态特性4．2．2 计量器具的动态特性4．3 
计量器具的组成和选用4．3．1 计量器具的组成4．3．2 计量器具的选用思考题第5章 测试与计量方法5
．1 直接计量法和间接计量法5．1．1 直接计量法5．1．2 间接计量法5．2 基本计量法和定义计量法5
．2．1 基本计量法5．2．2 定义计量法5．3 直接比较计量法和替代计量法5．3．1 直接比较计量法5．3
．2 替代计量法5．4 微差计量法和符合计量法5．4．1 微差计量法5．4．2 符合计量法5．5 补偿计量法
和调换计量法5．5．1 补偿计量法5．5．2 调换计量法5．6 中介源测试计量法5．7 静态计量和动态计
量5．8 通过被测量的重建进行测量的方法5．9 其他计量方法思考题第6章 量值传递和溯源6．1 概述6
．1．1 量值传递和溯源的概念6．1．2 量值传递、溯源及保证量值准确一致的基础6．1．3 量值传递与
溯源体系6．2 量值传递与溯源的方式6．2．1 用计量基准及计量标准进行逐级传递6．2．2 用发放标准
物质进行量值传递6．2．3 用计量保证方案进行量值传递6．2．4 用发射标准信号进行传递的方式6．3 
量值传递的主要方法6．3．1 计量检定6．3．2 校准6．3．3 比对6．4 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及计量检定
规程6．4．1 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概述6．4．2 计量检定规程思考题第7章 几何量计量7．1 几何量计量
的基本概念7．1．1 几何量的概念及特点7．1．2 几何量计量的几个基本原则7．2 长度计量7．2．1 米
的定义和复现7．2．2 长度计量的标准器7．2．3 长度计量的基本技术7．3 角度计量7．3．1 角度单位
的定义和复现7．3．2 角度计量的标准器7．4 工程参量计量7．5 纳米计量7．5．1 纳米计量仪器7．5
．2 纳米计量中的传递标准思考题第8章 力学计量第9章 温度计量第10章 电磁学计量第11章 电子学计量
第12章 时间频率计量第13章 光学计量第14章 声学计量第15章 化学计量第16章 电离辐射计量附录 通用
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01-1998）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量技术基础>>

章节摘录

　　第1章绪论　　1.1计量学及其分类　　1.1.1几个基本概念　　1.定义　　在《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
术语》（中国计量出版社，1993年版）中，只有“测量”的定义，而没有“计量”的定义。
因此，国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把“计量”与“测量”看成是同一概念。
　　在我国的长期实践中，习惯用“计量”一词。
虽然可以把“计量”作为“计量学”的简称，但在我国计量界，对计量一词含义的理解与国际上“计
量学”概念的定义不完全吻合。
如果在通用计量术语中只取“计量学”一词，在实际使用中就会出现许多不便。
　　经过多次讨论，我国专家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见解，为进一步探索计量定义开阔了眼界。
为适应中国国情，JJF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中，在“计量学”、“测量”词目外，另增
加了“计量”（metrology）词条，定义为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同时在“计量学”和“测量”两个词义下，分别注明：“计量学有时简称计量”、“测量有时也称计
量”，使三者反映的概念既有所区分同时又有内在的联系。
“计量”定义更深化了“计量学”定义的内涵。
以后若无特别注明，本文中的所有的定义均来自JJF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计量学”可简称为“计量”，此时“计量”是指测量的理论和实践而
不能仅仅是“一组操作”，讲到相应的“操作”，就是特定目的的测量，包括“检定”、“校准”、
“定值”、“定度”、“标定”等。
专门从事测量理论研究与应用工作的机构称为计量院、计量所、计量站、计量室等，其工作人员称为
计量人员、计量检定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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