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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电气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和工业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伴随着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社会急需大批高技能型电气信息技术专业人才，而技术的快速发展又需
要加快院校的学科建设和专业改革，以实现学校教育与上岗就业的无缝衔接。
电气信息类专业已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建设和发展的专业方向之一，很多高职工科院校都开设
有此类专业。
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精神，我们组织有关人员在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结
合教学实际需要，编写了这套“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电气信息类规划教材”。
　　这套教材在编写时紧密结合电气控制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发展情况，坚持以“淡化理论，够用为度
，培养技能，重在应用”为原则，注重学生对应用性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力求使基础理论与工
程实际紧密结合，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达到“教师好教，学生好学”的目的。
书中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实例，并注意反映当前电气信息技术领域的新知识、
新工艺和新方法。
本书在叙述上由简到繁、深入浅出、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并采用了大量的插图，尽可能体现高等职
业教育教材的特色。
参加教材编写工作的人员均为一线教师，其中一部分教师来自企业并做过大量的工程项目，其他的教
师则长期指导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验和实训，实践经验非常丰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构成了现代信息产业的三大支柱产业
，分别充当信息系统的“感官”、“神经”和“大脑”，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动检测系统。
以传感器为核心的检测系统源源不断地向人类提供各种信息，目前几乎渗透到所有的领域，成为人们
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有力工具。
　　本书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立足基本理论，面向应用技术，以必需、够用为尺度，以掌握概念、
强化应用为重点，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力图使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
掌握传感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应用技能。
本书结合大量实物照片介绍了传感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并给出了许多传感器应用方面的实例，目的
是融实际与理论于一体，保证了知识的先进性与前沿性，突出了高职高专教材的实用性。
本书语言简洁、精炼，通俗易懂。
　　全书共分为8章，总学时为50学时左右（含实验）。
第一章介绍检测技术及传感器的基础知识；第二章至第七章重点介绍的是检测常用参数的各种传感器
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如温度传感器、压力及力传感器、物位传感器、厚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压电传感器、气敏传感器和湿敏传感器等；第八章介绍的是抗干扰技
术。
每章后面均附有小结和思考与练习题，书后附有部分实验内容，可供读者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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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是直接在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经营管理、技术应用的高级应用型人
才，本书即按照此要求编写。
根据高职通信技术专业就业岗位群，针对企业的职位要求和工作职责，我们与企业共同编写了这本教
材。
本书主要介绍了移动通信基础知识，电波与天线工作原理及优化，GSM系统及优化，GPRS和EDGE基
本原理、EDGE无线网络的优化问题，直放站及其覆盖系统，路测的基本概念和要求，目
前TD-SCDMA网络优化的问题。
　　本书适合作为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电信部门培训使用。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广大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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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移动通信基础知识　　1.3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组成　　移动通信是通信双方至少有一
方处于运动中进行信息传输和交换的通信方式。
移动通信系统包括无绳电话、无线寻呼、陆地蜂窝移动通信、卫星移动通信等。
移动用户之间通信联系的传输手段只能依靠无线通信，因此，无线通信是移动通信的基础，而无线通
信技术的发展将推动移动通信的发展。
移动通信系统是移动用户之间、移动用户和固定用户之间，能够建立许多信息传输通道的通信系统。
　　移动通信包括信息的收集、处理、传输和存储等，使用的主要设备有无线收发信机、移动交换控
制设备和移动终端设备。
　　1.3.1　蜂窝移动通信网的概念　　移动通信网的基本结构包括移动台（Mobile Station，MS）、基
站（Base Station，BS）、构成网络节点的移动交换中心（Mobile Service Switching Center，MSC）及与市
话网（PSTN）相连接的中继线等。
　　移动通信网与固定通信网的不同在于无线用户的移动性和固定用户的固定性。
它主要涉及如何进行区域覆盖？
移动通信网的区域覆盖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容量的大区制；另一类是大容量的小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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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动检测技术》移动通信原理与网优基础知识相结合，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课堂理论
讲解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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