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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从事传感器技术及应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作者在编写时充分研究了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及知识结构、教学规律和培养目标等内容，编写中吸取
了部分学校教学改革、教材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经验。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职工大学、业余大学电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选用，还可供
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教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始终以高职高专培养目标和要求为指导思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需要，在内容取舍上以本课程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为主线，使基本理论与各种新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
2．注重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特色，以能力为本位，注意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在第7章安排了“传感
器的选择，传感器在过程量检测、家用电器和现代汽车中的应用”等内容。
3．注重引导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学习方法，理论讲授、练习等做到少而精，而且具有启发性、实用性
、新颖性，使学生在探索中学习，在学习中得到收获。
4．内容及结构方面，在兼顾知识相关性和连贯性的基础上灵活多样，具有开放性和弹性，在合理安
排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留有选择和拓展的空间，以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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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从事“传感器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作者在编写时充分研究了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及知识结构、教学规律和培养目标等内容，编写中吸取
了部分学校教学改革、教材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经验。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测量技术概述、参量传感器、发电传感器、物性传感器、数字式传感器、传感器
信号处理技术、传感器技术的综合应用等。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应能够根据工程需要选用合适的传感器，掌握实用测试系统设计、安装和调试
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选用，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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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测量技术概述1.1 测量的一般知识1.1.1 测量的基本概念测量是指人们用实验的方法，借助
于一定的仪器或设备，将被测量与同性质的单位标准量进行比较，并确定被测量对标准量的倍数，从
而获得关于被测量的定量信息。
测量过程中使用的标准量应该是国际或国内公认的性能稳定的量，称为测量单位。
测量的结果包括数值大小和测量单位两部分。
数值的大小可以用数字表示，也可以是曲线或者图形。
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在测量结果中必须注明单位，否则测量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一切测量过程都包括比较、示差、平衡和读数等四个步骤。
例如，用钢卷尺测量棒料长度时，首先将卷尺拉出，与棒料平行紧靠在一起，进行“比较”；然后找
出卷尺与棒料的长度差别，即“示差”；进而调整卷尺长度使两者长度相等，达到“平衡”；最后从
卷尺刻度上读出棒料的长度，即“读数”。
测量过程的核心是比较，但被测量能直接与标准量比较的场合并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被测量和
标准量变换成双方易于比较的某个中间变量来进行的。
例如，用弹簧秤称重，被测重量通过弹簧按比例伸长转换为指针位移，而标准重量转换成标尺刻度。
这样，被测量和标准量都转换成位移这一中间变量，可以进行直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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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为高等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机电类教材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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