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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原属仪器仪表类的九个专业被合并为唯一一个宽口径专
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指出：“本专业包含的原专业目录中的各专业，其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相同，实质
都属于测量控制技术。
”仪器仪表的种类很多，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太大必要去逐个学习各
种仪器仪表的实际产品，只能学习各种仪器仪表的共同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测控技术。
因为各种不同的仪器仪表产品只不过是其“共同基础”——测控技术与各应用领域的“特殊要求”相
结合的产物。
所以，只要掌握了通用的测控技术，今后遇到具体的仪器仪表时，再了解一下该仪器仪表应用领域的
特殊要求和某些专用电路，就能很快适应所从事仪器仪表的具体工作。
　　测控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
从硬件来看，现代的各种微机化测控系统或仪器，基本上由传感器、测控电路、显示记录装置、执行
机构、微型计算机等五部分组成。
传感器和微型计算机这两部分在先修的感测技术和微机原理课中已学习过了，但其余三部分在测控技
术与仪器专业的先修技术基础课中还没有学习过或学习不够。
因此，完全有必要专门开设一门“测量与控制电路”课来讲述这些内容，以填补先修技术基础课与后
续专业课之间的鸿沟，或者说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今后学习和掌握各类测控仪器和系统打下
完整而扎实的硬件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感测技术、微机原理。
为了避免与先修课的重复，有些电路或模块虽然也是测控仪器和系统常用的，但由于先修课已讲过，
因此，在本课程中就被删略了。
本课程介绍的电路模块，只注重它们的外部特性和应用，而不强调其内部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可以说本课程是先修课程的补充、深化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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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量与控制电路》是为适应高等学校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将原有的《测控电路》、《
控制电机》和《显示仪表》等课程的主要内容有机地整合成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而编写的新教材。
其目的是为学生学习和掌握各类测控系统打下完整而扎实的硬件基础。
    全书共分9章。
内容包括：模拟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式测量电路，脉冲计数式测量电路，常用控制器件，控制电
动机，模拟量控制电路，开关量控制电路，显示与报警电路和可编程序控制器。
每一章都附有习题与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
供测控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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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课程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顾名思义，测控仪器是以测量和控制为目的的电子仪器。
测控仪器的种类很多，用途很广。
不同应用领域使用的测控仪器的名称、型号和性能都各不相同，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个性。
但是这些不同领域的测控仪器，其内部组成电路和模块都是基本相同的；将各个模块组装成整机的基
本原理也是大体相似的，这就是它们的两大共同点——共性。
而且其共性与个性相比，共性是主要的，也就是说，不同应用领域的测控仪器只是“大同小异”罢了
！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必要去逐个学习不同应用领域的具体的测控仪器，只要抓住它们的共性，
学习各类测控仪器通用的电路模块和整机原理，努力掌握各类测控仪器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技术，
就能增强对备类测控仪器的适应性，以不变应万变。
　　一般说来，各类微机化测控仪器基本上都是由图0-1所示的几大部分电路组成，只不过不同的测控
仪器，性能指标有所不同，使用的元器件或电路结构可能有些不同罢了。
因此，如果要掌握各类测控仪器通用的电路或模块，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图0-1所示各部分的组成电路或
模块。
对于图0-1中的单片微机和传感器这两部分在先修的微机原理和感测技术课中已学习过了，但是图0-1
中其余的几个部分，在先修的电子技术等课程中大多没有学习过，而这些没有学习过的模块或部件，
恰恰是测控仪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完全有必要专门开设一门《测控电路及装置》课程来讲述这些内容，以填补先修技术基础课与
后续专业课之间的鸿沟，或者说在两者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为今后学习和掌握各类测控仪器打下完整
而扎实的硬件基础。
　　“测量与控制电路”课程的内容除重点介绍图0-1中的测量电路和控制电路外，还讲述了图0-1中
的显示、记录、报警装置和常用控制器件、控制电机及可编程控制器，也就是说课程内容包括了图0-1
中除单片微机和传感器以外的各个部分。
因此，这门课程实际上是整个测控仪器的“硬件基础”。
为了避免重复，有些电路或模块虽然也是测控仪器常用的，但先修课程已学习过，在“测控电路及装
置”课程中就被删略了。
本课程介绍的电路模块，只注重它们的外部特性和应用，而不强调其内部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可以说，“测量与控制电路”课程是先修技术基础课的补充、深化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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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1章为模拟信号调理电路，第2章为模数转换式测量电路，第3章为脉冲计数式测量电路，第4章
为常用控制器件，第5章为控制电动机，第6章为模拟量控制电路，第7章为开关量控制电路，第8章为
显示与报警电路，第9章为可编程序控制器。
每一章都附有习题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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