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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传感器为基础，主要介绍工业生产中常见的温度、压力、流速和流量、物位、气体的成分、粉
尘浓度等过程参数的测试方法及所涉及的工业仪表的工作原理、安装、使用方法等。
书中既介绍了有关测试的经典理论，同时也引入了近年来工程测试理论研究及工业仪表开发研究的新
成果。
本书可作为有关工科专业本科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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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误差及其处理　　1．1测量误差及其分类　　1．1．1测量误差的概念　　测量就是用一
定的仪器、通过一定的实验方法把被测量与标准量进行比较，目的是测知被测量值的真实大小。
但由于测量仪器精确度的限制、实验方法的不完善、环境条件的变化及测量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等原
因，使仪器示值与被测量真值之间存在有差异，这个差值称为测量误差。
误差是不能根除的，只能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一般来说，真值是无法直接得到的，常用被测量的实际值或算术平均值来代替。
　　通常，把上一级计量标准器的量值作为实际值；将一组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量的真值。
　　1．1．2测量误差的分类　　根据测量误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可分为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
粗大误差。
　　（1）系统误差：在相同条件下多次重复测量同一个量时，误差的大小和符号保持不变或按照一
定规律（函数规律）变化，这种误差称为系统误差。
产生系统误差的原因有：测量处理方法不完善；仪器零点调整不好；测量环境变化；测量者对仪器使
用不当等。
　　系统误差的特点是按一定的规律变化，一般可通过实验或分析的方法，查明其变化的规律和产生
的原因。
因此，系统误差是可以预知，也是可以消除的，或者在产生系统误差后引进相应的修正值，对测量结
果加以修正，使其减少或消除。
　　（2）随机误差（偶然误差）：在相同条件下多次重复测量同一量时，绝对值和符号以不可预定
方式变化的误差分量，这种误差称为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产生的原因为许多独立的、微小的、偶然的因素总和，如仪器仪表运动部件间的摩擦、
接触电阻的变化等都是无规律的，其所引起的误差是随机的。
　　随机误差的特点是既不能用实验方法消除，也不能修正。
但是，可利用概率论的一些理论和统计学的方法，找出误差的大小和出现次数的数学关系。
即找出误差的分布规律，从随机误差的统计规律中了解其分布特性，从而判断误差的极限范围，评价
随机误差的大小。
　　（3）粗大误差：它是指明显歪曲了事实的测量结果，其值超过规定条件下的预期值的误差，又
称疏失误差或粗差。
　　粗大误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操作者的粗枝大叶（如读数不正确、对错标记等）、测量条件的突然
变化等。
　　粗大误差不是测量仪器本身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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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疑，参数测试与自动化控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信息获得过程即过程参数的测试过程与控制过
程毕竟又有区别。
本书的侧重点是介绍工程应用中有关工艺参数的测试方法及相关的仪器仪表。
工程实践意义上的测试内容实在太多，各自的测量特点也有所不同。
本书主要介绍工业生产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温度、压力、流速和流量、物位、气体的成分、粉尘浓度等
参数的测试方法及所涉及的工业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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