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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作者在多年从事传感器教学及科研的基础上写成的，内容丰富、全面、新颖，叙述力求由浅
入深，对传感器原理力争讲清物理概念，对传感器的应用则充分结合生产和工程实践，使教材具有一
定的实用和参考价值。
本教材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将传感器和工程检测方面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
，使学生在掌握传感器原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应用这方面的知识去解决工程检测中的具体问题。
同时，在编写过程中，注意补充反映新器件、新技术的内容，力求使读者了解前沿学科。
    全书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基本概论、检测系统的误差合成、常用传感器的工作原
理、常见非电参数的检测方法、微弱信号检测、检测系统抗干扰技术、测量信号的调理及处理、现代
检测系统。
    本书内容全面而实用，适用面广，不仅可以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
电一体化、自动化、电子信息、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本科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从事检测技
术开发与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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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记录、显示仪器是将所测得的信号变为一种能为人们所理解的形式，以供人们观察和分析。
目前常用的显示器有四类：模拟显示、数字显示、图像显示及记录仪等。
其中，模拟显示是利用指针对标尺的相对位置来表示读数的，常见的有毫伏表、微安表、模拟光柱等
。
数字显示多采用发光二极管（LED）和液晶（LCD）等，以数字的形式来显示读数。
前者亮度高、耐振动、可适应较宽的温度范围；后者耗电省、集成度高。
目前还研制出了带背光板的LCD，便于在夜间观看LCD的内容。
图像显示是用CRT或点阵仪来显示读数或被测参数的变化曲线，有时还可用图表或彩色图等形式来反
映整个生产线上的多组数据。
记录仪主要用来记录被检测对象的动态变化过程，常用的记录仪有笔式记录仪、高速打印机、绘图仪
、数字存储示波器、磁带记录仪、无纸记录仪等。
信号分析处理是现代检测系统中不断被注入新内容的一部分，逐渐成为检测系统的研究重点。
它是用来对测试所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处理、运算、逻辑判断、线性变换，对动态测试结果作频谱分析
（幅值谱分析、功率谱分析）、相关分析等，完成这些工作必须采用计算机技术。
数据处理的结果通常送到显示器和执行机构中去，以显示运算处理的各种数据或控制各种被控对象。
在不带数据处理装置的自动检测系统中，显示器和执行机构由信号处理电路直接驱动。
执行机构通常是指各种继电器、电磁铁、电磁阀门、电磁调节阀、伺服电动机等，它们在电路中是起
通断、控制、调节、保护等作用的电器设备。
许多检测系统能输出与被测量有关的电流或电压信号，作为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信号，去驱动这些执
行机构。
通信接口和总线是实现由许多测量子系统或测量节点组成的大型检测系统中子系统与上位机之问以及
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
总线更多的是指一种规范、一种结构形式；而接口多指完成通信的硬件系统。
1.2.3检测系统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丁程技术的迫切需求，柃测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应用
于工业、农业、国防、航空、航天、医疗卫生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检测是科学研究的基础。
科学上的发现和技术上的发明是从对事物的观察开始的。
对事物的精细观察就是要借助于仪器。
在机械制造行业中，通过对机床的许多静态、动态参数如工件的加工精度、切削速度、床身振动等进
行在线检测，从而控制加工质量。
在化工、电力等行业中，如果不随时对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进行自动检测，生
产过程就无法控制甚至产生危险。
在交通领域，一辆现代汽车中的传感器就有十几种之多，分别用以检测车速、方位、负载、振动、油
压、油量、温度、燃烧过程等。
在国防科研中，检测技术用途更大，许多尖端的检测技术郁是因国防工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例如，现代的战争中，检测的精度决定了武器系统的打击精度，检测速度、诊断能力决定了武器系统
的反应能力；研究飞机的强度，就要在机身、机翼上贴上几百片应变片并进行动态测量。
在导弹、卫星的研制中，检测技术就更为重要，必须对它们的每个构件进行强度和动态特性的测试，
运行姿势测量等。
在丁程技术领域中，丁程研究、产品开发、生产监督、质量控制和性能试验等，都离不开检测技术。
近年来，随着家电工业的兴起，检测技术也进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生活和人类生存离不开检
测技术。
例如，自动检测并调节房间温度、湿度的空调机；自动检测衣服污度和重量、利用模糊技术的智能洗
衣机；煤气和液化气的泄漏报警；路灯的声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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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为汽车出厂检验原理，测量参数包括润滑油温度、冷却水温度、燃油压力及发动机转速等。
图1-4为楼宇自动化系统，该系统分为电源管理、安全监测、照明控制、空调控制、停车管理、水／废
水管理和电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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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充分结合生产和工程实践，课程体系创新，知识结构合理、知识体系完整，
内容丰富新颖，精选最新科技成果，提供与《传感器与现代检测技术》配套的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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