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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进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及生产自动化系统是依靠检测和控制系统来对各种物理量进行在线检测和对执
行机构进行反馈控制的。
检测系统用来精确获取系统工作状态和结果；控制系统则根据检测结果，按照预先设计的控制规律计
算出控制量，实时地向执行机构发出指令，使整个机电一体化系统能够按照一定的品质特征工作。
在整个过程中，要求检测和控制环节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衔接，在数据和指令上相互印证。
正因如此，通常将检测系统和控制系统组合后统称为测控系统。
测控系统好比一个人的感官、神经和大脑，具备信息感知、传递和处理等功能。
人的感官、神经和大脑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得益彰的，人类信息获取、处理、传递、
反馈的协同工作机制堪称完美。
对于机械自动化装置和系统来说，将信息获取、处理、传递、反馈等内容和环节系统加以考虑，达到
优化组合、完美结合的效果，也是从事机械自动化系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追求的目标。
然而，传统的课程和教材，如信号和系统、机械工程测试技术、传感技术、计算机测控等往往以单元
技术和单一目的为主，这对于因强调通识教学而减少专业课时后，再要着力强化工程实践能力的机械
自动化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尤感不足。
这也正是作者不揣冒昧编写此书的目的，希望能对从事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机械自动化工
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有所裨益，同时真诚地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有更好的教材和
著作出版。
本书以测控技术为基础，以测控系统计算机集成应用为目的，讨论信号的获取、传感、处理和反馈控
制、计算机集成应用等问题，旨在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知识和能力体系。
全书共6章，前3章为信号、传感、处理等方面的技术基础；第4章为系统及系统特性分析基础；第5章
为计算机集成应用基础，介绍机械自动化系统中常用的计算机软硬件、通信、总线等基础知识；第6
章为测控系统应用实例。
本书基本涵盖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信号和传感技术等传统课程的教学大纲内容，在这一基础上强调
系统集成应用。
因此，本书既可以作为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和其他相近专业本
科高年级的教材，也可作为高校推行素质教学、工程教学改革的特色教材，也可供相关的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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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工程测控技术基础及系统集成应用》以测控技术为基础，以测控系统计算机集成应用为目
的，讨论信号的获取、传感、处理和反馈控制、计算机集成应用等问题，旨在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系统
的知识和能力体系。
全书共6章，前3章为信号、传感、处理等方面的技术基础；第4章为系统及系统特性分析基础；第5章
为计算机集成应用基础，介绍机械自动化系统中常用的计算机软硬件、通信、总线等基础知识；第6
章为测控系统应用实例。
　　《机械工程测控技术基础及系统集成应用》基本涵盖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信号和传感技术等传
统课程的教学大纲内容，在这一基础上强调系统集成应用。
因此，《机械工程测控技术基础及系统集成应用》可作为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
术与仪器等专业和其他相近专业本科高年级的教材，也可作为高校推行素质教学、工程教学改革的特
色教材，也可供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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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信道的抗干扰措施信号通道通常采用下列一些抗干扰措施：1)合理选用元器件和设计方案。
如尽量采用低噪声材料、放大器采用低噪声设计、根据测量信号频谱合理选择滤波器等。
2)印制电路板设计时元器件排放要合理。
小信号区与大信号区要明确分开，并尽可能地远离；输出线与输入线避免靠近或平行；有可能产生电
磁辐射的元器件（如大电感元件、变压器等)尽可能地远离输入端；合理地接地和屏蔽。
3)在有一定传输长度的信号输出中，尤其是数字信号的传输可采用光耦合隔离技术、双绞线传输。
双绞线可最大可能地降低电磁干扰的影响。
对于远距离的数据传送，可采用平衡输出驱动器和平衡输入的接收器。
4．10．4接地设计系统电路中地线是所有电路公共的零电平参考点。
理论上，地线上所有位置的电平应该相同。
然而，由于各个地点之间必须用具有一定电阻的导线连接，一旦有地电流流过时，就有可能使各个地
点的电位产生差异。
同时，地线是所有信号的公共点，所有信号电流都要经过地线。
这就可能产生公共地电阻的耦合干扰。
地线的多点相连也会产生环路电流。
环路电流会与其他电路产生耦合。
所以，认真设计地线和接地点对于系统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常用的接地方式有下列几种可供选择。
1．单点接地各单元电路的地点接在一点上，称为单点接地。
其优点是不存在环形地回路，因而不存在环路地电流。
各单元电路地点电位只与本电路的地电流及接地电阻有关，相互干扰较小。
2．串联接地各单元电路的地点顺序连接在一条公共的地线上，称为串联接地。
每个电路的地电位都受到其他电路的影响，干扰通过公共地线相互耦合。
虽然接法不合理，但因接法简便，还是常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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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测控技术基础及系统集成应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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