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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仪器学理论的内涵及其重要性，推导了有关光学类分析仪器的实用的理论计算公式。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光学类分析仪器设计的新理念，从仪器学理论和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全面、详细
论述了光学类分析仪器的设计、制造、测试等内容以及仪器的评价方法、最佳分析条件的选择方法等
。
同时也介绍了作者在设计方面的科研成果。
书中所述的没计、测试和使用等内容都是作者的经验总结，都可实际操作。
　　本书通俗易懂，适用性强，特别注重实践，很少有枯燥的纯理论介绍和繁琐的公式推导。
本书可供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工矿企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环保、食品、制药等领域中
，从事各类分析仪器设计、制造、测试、使用和维修的广大科技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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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昌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39年5月18日生，湖南岳阳人。
196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光学专业。
同年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
1988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804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
员、职称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仪器分析室主任、生化仪器研究组组长等职。
1992年至今，任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任中国分析仪器学会副理事长兼光谱仪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速分析仪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光学仪器学会物理光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认证／审查认可国家级评审员，
上海分析仪器学会理事，上海分析测试协会理事，以及学术期刊《光学仪器》副主编、《生命科学仪
器》副主编等。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分析仪器、生命科学仪器研究及其应用；在物理光学仪器、各类电子仪器和生命科学仪
器的研制及其应用、光电技术应用、各类分光光度计和高压液相色谱仪器的应用及性能指标检测等方
面有精深造诣。
　　作为第一完成者，先后完成科研成果15项，其中13项达到鉴定时国际上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2项
为国内领先水平。
作为第一获奖人，先后获得各类科技奖5项，包括国家发明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l项、中国科
学院科技进步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项、上海市科技金点子奖1项。
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二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4篇被评为全国优秀
论文。
　　已出版的著作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专著）、《高速分析及其应用》（参加编著）、《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及应用》（论文选集）、《高速分析及其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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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器2.8 仪器学中的仪用电子学理论2.8.1 用于微弱光信号测试的双端输入直流差动线性放大器的理
论和设计方法2.8.2 用于微弱光信号测试的双端输入直流差动对数放大器的理论及测试方法主要参考文
献第3章 仪器学理论与设计、制造和测试3.1 通用关键核心部件的内涵和重要性3.1.1 通用关键核心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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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及测试方法3.3.3 元素灯（空心阴极灯）的选择及测试方法3.4 电源的设计与测试方法3.4.1 氘灯
恒流电源的设计方法3.4.2 氘灯恒流电源的测试方法3.4.3 氘灯开关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及其测试方
法3.4.4 钨灯（卤钨灯）电源的设计和测试方法3.4.5 空心阴极灯电源的设计和测试方法3.5 光学系统的
设计3.5.1 外光路的设计3.5.2 单色器的设计3.5.3 光度室的设计3.6 光电系统的设计3.6.1 光电倍增管的选
择和测试方法3.6.2 光电管的选择和测试方法3.6.3 硅光电池的选择和测试方法3.6.4 光电倍增管高压电源
的设计和测试方法3.7 电子学系统设计3.7.1 前置电流放大器的设计3.7.2 前置电压放大器的设计第4章 仪
器的评价方法和设计、使用的共性理论问题第5章 整机的主要性能技术指标及其测试方法第6章 仪器质
量性能指标检测常用的标准物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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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论　　1.1　仪器学的内涵　　仪器学是一门涉及光学、机械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
等多个领域的学科，因此，这些学科的有关理论都是仪器学理论的一部分。
例如，光学理论包含了几何光学理论、光学设计理论、像差理论、物理光学中的量子光学理论、波动
学与粒子学理论、干涉衍射理论、光栅理论、光电发射理论等；机械学理论包含机械设计、机械制造
学、金相学、金属热处理学、材料科学、公差配合理论、机械加工工艺理论、焊接理论等；电子学理
论包含电磁波理论、磁共振理论、晶体管电路基础理论、集成电路理论、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理论、
各类放大器理论、噪声理论、电子元器件失效的浴盆效应理论等；计算机科学包含计算机硬件、软件
（程序设计）技术、网络技术等；还有材料力学、理论力学也是仪器学经常会涉及的基础理论。
这些都是一切科学仪器，特别是光学类分析仪器设计、制造的最基本的理论。
这些学科的理论综合，再加上仪器学的适用性、可靠性、智能性、经济性、美学性、工艺性等六大要
素，就是仪器学的全部理论。
　　仪器学是一门系统学科、综合学科，特别是光学类分析仪器（包括物理光学仪器、光谱仪器、光
学计量仪器，以及各种带电光源的分析仪器等），不仅涉及多个学科，还涉及使用方面的问题，而且
各有关学科之间有着特殊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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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仪器学理论与实践》可供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工矿企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环保
、食品、制药等领域中，从事各类分析仪器设计、制造、测试、使用和维修的广大科技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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