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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的指示精神，本书以理论知识够用为度、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为原则，从“检测技术及仪表
”这门课程的知识、能力和应用结构出发，按照2008年7月高等职业教育示范专业规划教材建设研讨及
大纲审定会上通过的该课程编写大纲而编写。
　　全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第1章）主要介绍了检测技术及仪表的发展状况，测量和
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以及检测仪表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第2章－第7章）主要介绍了流程工业的主
要参数（压力、温度、物位、流量、成分及物性参数）的检测方法，并介绍了相应传感器和仪表的基
本组成、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及实际应用，另外还介绍了位移、振动的检测方法以及常用传感器的结
构类型、工作原理及应用特点。
在内容的组织安排上，力求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强调应用性。
在介绍传统检测技术及仪表的同时，也介绍了目前工业生产中参数检测的一些新技术和新仪表，有助
于学生开阔思路，了解当今检测技术及仪表的发展动向。
　　为便于学生学习，增强他们对不同类型仪表的感性认识，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图文并茂，为此
给出了各种参数典型传感器和仪表的结构图和实物外形图。
为加强实践能力培养，书中增加了实训内容，学生可结合相关知识的学习，完成仪表的结构认识、选
型、安装使用及调校等方面的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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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测技术及仪表》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第1章）主要介绍了检测技术及仪表的发
展状况，测量和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以及检测仪表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第2章－第7章）主要介绍
了流程工业主要参数（压力、温度、物位、流量、成分及物性参数）的检测方法，并介绍了相应传感
器和仪表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及实际应用，另外还介绍了位移、振动的检测方法以及常
用传感器的结构类型、工作原理及应用特点。
　　《检测技术及仪表》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院校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检测技术及应
用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石油、化工、油气储运、轻工、冶金、水利、电力、食品等企业职业
技能培训的教材，对从事仪表、自动化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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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测量误差的消除及减小方法　　为了提高检测系统及仪表的测量准确性，必须设法消除或减
小测量误差，下面将消除或减小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粗大误差的常用方法作简单介绍。
　　1.系统误差的消除及减小　　测量过程中存在系统误差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设法消除或减小其
影响。
　　（1）消除产生系统误差的根源系统误差产生的根源主要来自于测量设备、测量方法、测量条件
和测量人员四个环节，因此可从误差产生的根源上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原因并设法消除。
如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和测量设备；保证正常的测量条件；正确安装和使用检测仪表；采取必要的屏
蔽防护措施减小干扰等。
　　（2）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对仪表进行定期的校准或检定，确定其示值与标准仪表测量值的差异
，将该差异作为修正值修正测量结果。
　　需要指出，修正值不一定是具体的数值，也可以是一条曲线、公式或数表。
在某些检测仪表中，已将修正值预先编制成相应的软件存入存储器中，以实现对测量结果中的某些系
统误差进行自动修正。
　　（3）采用特殊测量方法在测量过程中采用一些特殊的测量方法，可使系统误差抵消而不带人到
测量结果中去。
对恒定系统误差常用的方法有替代法、交换法、抵消法等；对变值系统误差常用的方法有对称观测法
、半周期偶数观测法等。
　　1）替代法。
对被测量进行测量后，在测量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标准量（可调节的）代替进行同样测量，并使测
量仪表与测量被测量时状态一致，则标准量即为被测量。
　　2）交换法。
将测量中的某些条件相互交换，使产生系统误差的原因对测量结果起相反的作用，然后取交换前后测
量结果的平均值，从而抵消系统误差。
　　3）抵消法。
除被测量外，让产生系统误差的影响因素同时作用在检测元件的两侧，这样影响因素的作用就可以相
互抵消。
　　4）对称观测法。
将测量以某时刻为中心对称地安排，取各对称点两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这种方法可
有效地消除随时间变化的线性系统误差。
　　5）半周期偶数观测法。
对周期性变化的系统误差，在测得一个数据后，相隔半个周期再测量一次，取两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作
为测量结果，即可消除周期性系统误差。
　　6）对于按除线性和周期性以外其他规律变化的系统误差，可求出其变化函数关系，再进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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