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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工测量及仪表》一书自1982年出版以来，被许多院校所采用。
2002年《化工测量及仪表》第二版问世，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了较大的修改，采用了当时最新的国家标
准。
第二版前后共印刷了16次之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检测理论与测量技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本书对第二版进行
了重大的增删和修改，书的结构也进行了重建，共分成三个模块（三大篇）。
第1篇含第1、2两章，主要讲述测量的基础知识、误差的处理以及检测系统的动静态特性。
第2篇包括第3、4、5、6、7共五章，主要介绍各种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强调对压力、温度、物位、流
量、成分等五大重要参数的自动测量。
第8、9两章为第3篇，主要讲述各类显示仪表的构成（重点分析微机化仪表和虚拟仪器两类）以及近年
来涌现出的主要的测量新技术。
　　第一版教材参加编写的人员有：石油大学（华东）、华东理工大学以及东华大学的教师奚立明、
曹文举、范玉久、章先楼、沈关梁、严隽道。
第二版教材参加编写的人员有：石油大学（华东）和东华大学的教师杜鹃、范玉久、罗万象、陈忧先
以及左锋通力合作完成。
　　本次修订由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负责，陈忧先编写了第1、2、9章，左锋编写了第3、4
、5章，董爱华编写了第6、7章，第8章由陈忧先、崔正刚、顾斌合作编写，并敬请范玉久先生主审。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需要者可网站登免费下载。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理工大学智能仪器厂等单位不少专家的指点，美国NI公司技术市场工程
师倪斌先生也帮助审阅了相关章节，特此表示感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工测量及仪表>>

内容概要

　　《化工测量及仪表（第3版）》讲述了测量的基础知识、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构成。
强调了对压力、温度、物位、流量、成分等五大重要参数的自动测量。
同时还分析了检测仪表的组成、最新的发展和新涌现的测量成果。
　　《化工测量及仪表（第3版）》是为高等院校有关石油、石化、化工、化纤以及化学制药等自动
化信息类专业编写的教材。
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同样适合冶金、生物制药、粮食食品加工以及现代农业栽培等专业学生的需要。
《化工测量及仪表（第3版）》除作为高等学校教材外，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仪表工人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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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5章 流量测量5.1 流量的定义和流体流动状态5.1.1 流量的定义5.1.2 流动状态与流量测量5.1.3 流体流
动中的能量状态转换5.2 节流式流量计5.2.1 测量原理5.2.2 标准节流装置5.2.3 流量公式和参数的确
定5.2.4 节流装置流量测量不确定度的估算5.2.5 标准节流装置的设计计算5.2.6 节流装置的安装5.3 动压
式流量计5.3.1 靶式流量计5.3.2 挡板流量计5.3.3 动压管流量计5.3.4 皮托管和均压管5.4 浮子式流量
计5.4.1 传感器的结构和测量原理5.4.2 浮子流量计的工作特性5.4.3 刻度换算5.4.4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5.5 
电磁式流量计5.5.1 测量原理5.5.2 变送器的结构及特性5.5.3 变送器的信号处理5.5.4 电磁流量计的特点和
注意事项5.6 离心式流量计5.6.1 测量原理5.6.2 弯管流量计的特性5.7 叶轮式流量计5.7.1 涡轮流量计的结
构5.7.2 涡轮变送器的工作原理5.7.3 涡轮旋转信号的测量5.7.4 涡轮流量计的特点5.8 涡街式流量计5.8.1 
应用卡曼漩涡测量的原理5.8.2 涡街流量计的结构5.8.3 涡街信号的检测5.8.4 涡街流量计的特点5.9 容积
式流量计5.9.1 测量原理5.9.2 转子式容积流量计5.9.3 活塞式容积流量计5.9.4 其他形式的容积式流量
计5.9.5 容积式流量计的特性5.9.6 容积式流量计的选型、安装和使用5.10 质量流量计5.10.1 量热式质量
流量计5.10.2 科氏力流量计5.10.3 其他常用的直接式质量流量测量方法5.10.4 推导式质量流量测量方
法5.11 超声波流量计5.11.1 传播速度法测量原理5.11.2 多普勒法测量原理思考题和习题第6章 温度测
量6.1 概述6.1.1 温度测量方法6.1.2 温标6.1.3 温度测量仪表的分类6.2 膨胀式测温方法及仪表6.2.1 双金属
温度计测温原理6.2.2 双金属温度计的结构6.3 热电偶温度计6.3.1 测量原理6.3.2 热电偶材料与结构6.3.3 
热电偶冷端温度的处理方法6.3.4 热电偶测温线路及误差分析6.3.5 热电偶的安装6.4 热电阻温度计6.4.1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6.4.2 热电阻材料与结构6.5 非接触式测温方法及仪表6.5.1 热辐射基本定理6.5.2 光学
高温计6.5.3 光电高温计6.5.4 辐射温度计6.5.5 比色温度计6.6 温度测量新技术综述6.6.1 光纤测温技
术6.6.2 半导体硅PN结温度传感器测温技术6.6.3 集成温度传感器6.6.4 石英振荡器温度传感器思考题和
习题附录一 常用热电偶分度表附录二 常用热电阻分度表第7章 工业分析仪表7.1 概述7.1.1 工业分析仪
表的概念及其应用7.1.2 工业分析仪表的分类7.1.3 工业分析仪表的组成7.1.4 成分分析仪器的主要性能指
标7.2 热导式气体分析器7.2.1 热导分析的基本原理7.2.2 热导式气体分析器的检测器7.2.3 热导式气体分
析器的检测桥路7.3 氧分析器7.3.1 热磁式氧分析器7.3.2 氧化锆氧分析器7.4 pH值的自动测量7.4.1 概
述7.4.2 电极电位与原电池7.4.3 参比电极与指示电极7.5 湿度的自动测量7.5.1 湿度的表示方法7.5.2 干湿
球湿度计7.5.3 露点式湿度计7.5.4 电解式湿度计7.5.5 电容式湿度计7.6 密度的自动测量7.6.1 浮力式密度
计7.6.2 压力式密度计7.6.3 重力式密度计7.6.4 振动式密度计思考题和习题第3篇 检测系统显示仪表的构
成及日新月异的测量技术第8章 测量显示仪表8.1 概述8.2 模拟显示仪表8.2.1 动圈式模拟显示仪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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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8.2.2 动圈仪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8.2.3 测量线路8.2.4 自动平衡显示仪表8.3 数字式显示仪表8.3.1 数字
显示仪表与模拟式仪表的比较8.3.2 数字显示仪表的组成8.3.3 模数转换8.3.4 信号的标准化及标度变
换8.3.5 非线性补偿8.3.6 数字式显示仪表的显示器件8.4 微机化检测仪表8.4.1 微机化仪表综述8.4.2 微机
化仪表硬件8.4.3 微机化仪表软件8.4.4 微机化仪表标度变换和线性化8.4.5 微机化仪表实例分析8.5 虚拟
仪器8.5.1 从传统仪器到虚拟仪器8.5.2 软件就是仪器8.5.3 虚拟仪器体系结构中的硬件组成8.5.4 虚拟仪器
体系结构中的软件组成8.5.5 虚拟仪器的设计8.5.6 虚拟仪器的技术优势思考题和习题第9章 日新月异的
测量技术及应用9.1 红外传感器原理及应用9.1.1 红外辐射的基本知识9.1.2 红外传感器的原理与结构9.1.3
红外传感器的应用9.2 仿生传感器9.2.1 综述9.2.2 视觉传感器9.2.3 听觉传感器9.2.4 触觉传感器9.2.5 接近
觉传感器9.3 一体化测量技术9.3.1 综述9.3.2 一体化传感器结构模式9.3.3 三位一体传感器实例9.4 软测量
技术9.4.1 概述9.4.2 软测量技术的实现步骤9.4.3 软测量技术的应用9.4.4 软测量技术的发展趋势9.5 网络
化仪表及网络化传感器9.5.1 网络化仪表及网络化传感器概述9.5.2 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网络化仪表测控
系统9.5.3 面向Internet的网络化仪表测控系统9.5.4 网络化传感器9.5.5 小结思考题和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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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4.4粗大误差的处理　　由于实验人员在读取或记录数据时疏忽大意，或者由于不能正确地使用
仪表、测量方案错误以及测量仪表受干扰或失控等原因，测量误差明显地超出正常测量条件下的预期
范围，是异常值，有可能含有粗大误差。
如果这些异常值确实是坏值，应该剔除，否则测量结果会被严重歪曲。
　　（1）粗大误差的判别　　当在测量数据中发现某个测量数据可能是异常数据时，一般不要不加
分析就轻易将该数据直接从测量记录中剔除，最好能分析出该数据出现的主观原因。
判断粗大误差可以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判断两方面来考虑。
　　①定性分析定性分析就是对测量环境、测量条件、测量设备、测量步骤进行分析，看是否有某种
外部条件或测量设备本身存在突变而瞬时破坏；测量操作是否有差错或等精度测量构成中是否存在其
他可能引发粗大误差的因素；也可由同一操作者或另换有经验的操作者再次重复进行前面的（等精度
）测量，然后再将两组测量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或者由不同测量仪器在同等条件下获得的结果进行比
较，以分析该异常数据的出现是否“异常”，进而判定该数据是否为粗大误差。
这种判断属于定性判断，无严格的规则，应细致和谨慎地实施。
　　②定量判断定量判断就是以统计学原理和误差理论等相关专业知识为依据，对测量数据中的异常
值的“异常程度”进行定量计算，以确定该异常值是否为应剔除的坏值。
这里所谓的定量计算是相对上面的定性分析而言，它是建立在等精度测量符合一定的分布规律和置信
概率基础上的，因此并不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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