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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共分4篇20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在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领域广泛使用的传感器
和检测技术的各种知识。
第1篇介绍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包括基本名词术语、典型测量系统和测量方法、测量单位和国际
单位制等。
还介绍了近似数的修约与运算法则，数据的表示和实验曲线拟合的方法，以及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计算与表示方法。
第2篇介绍了传感器的原理、信号转换及应用，包括应变电阻式和电容式传感器、压电效应和压电传
感器、各种类型的光电传感器及其集成器件、磁敏传感器及性能比较、物理式气体传感器的类型和工
作原理、生物化学式传感器的研究进展和智能传感器的功能特点等。
第3篇介绍了自动检测技术、测量仪表的情况，分章讲述针对温度、压力、流量、物位和成分分析五
大参数的检测技术。
第4篇介绍了在检测技术领域中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和检测系统，介绍了虚拟仪器、As-i现场总线和多传
感器数据融合技术。
最后简要介绍了软测量技术和现场无线总线技术方面的知识。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同时也可供从事传感器、检
测技术、仪器仪表研究和应用等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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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杰，男，1946年生，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量测及自动化专业，后留校任教。
曾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自动检测及仪表教研组主任、检测与电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实验室主任。
1991-1992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热力学与热能工程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
学术兼职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自动化学会监事长，中国电工学会计算机
应用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ASI总线协会理事等。
科研方面参加过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科技攻关任务，国家高科技863工程和多项横向科
研任务。
曾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北京市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和教委科技进步奖、863工程先进个人奖等多
项奖励。
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教科书和专著6部。
研究方向为基于模型的检测方法和智能仪表的研究，用于环保的大气和水质监测仪表的研究，现场总
线技术及应用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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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国际单位制（SI）的产生和特点长度、体积、质量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尺度，称为
度量衡（weightsandmeaslares）。
度表示长度、面积，量表示体积，衡表示质量。
现已发现许多古代量器的出土文物，公元前五千年人们就已经知道用天平称量物体的质量，单位的大
小是用谷物多少来定义的。
长度的单位则是用人体各部位的长度来定义的，例如我国古代有“布手知尺”的原则，即以人手的大
拇指和食指伸长的距离作为一尺的长度，大约为16cm长。
度量衡的形式和大小，随着时代、民族的不同而发展变化。
米制单位是18世纪末法国规定的，长度单位是以地球子午线的4000万分之一作为1m，质量单位是以0.1
m。
的水的质量作为1kg，单位采用十进制方法。
单位名称均用希腊文或拉丁文，由于生活的需要，后又有了时间的单位。
工业革命开始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农业生产的需求，在力学、电磁学领域要求制定力、功、
电流、电压等新单位，为此在米制单位的基础上产生了CGS静电单位制、CGS电磁单位制、重力单位
制和MKS单位制等多种单位制。
这样对同一个量的表达就会有多种方式，造成混乱。
例如在描述地磁大小时，磁场强度的高斯CGS单位是O.5 0e（奥斯特），而用MKS单位时就是40A／m
，因此迫切需要有统一的单位制。
于是产生了国际单位制SI。
1960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决定采用“国际单位制（SI）”，1972年6月，国际标
准化组织（IS（））批准了这个标准，该单位制经常被称为“米制”。
它是以米、千克、秒、安培、开尔文和坎德拉这6个单位为基本单位的一种实用计量单位制。
而在1974年的第十四届国际计量大会上，又决定将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增加为基本单位，这样目前国
际单位制共有7个基本单位，它对应前面介绍的7个基本量。
国际单位制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经贸商业等各领域。
它规定每个单位只有一个名称和一个代表符号，而一个量只有一种SI单位，这就避免了多种单位制混
用的杂乱现象。
如能量的单位是焦耳，这就改变了过去可用表示功、能、热量的多种单位来表示能量的现象。
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都很实用，而且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
它包括了数值范围广泛的词头，可方便地构成十进制倍数和分数单位，以适应各种测量的需要。
国际单位制的7个基本单位都有严格的科学定义和复现的方法，其相应的计量基准代表了当今世界最
高科技水平，具有极高的精确性、稳定性和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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