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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感与检测技术(第二版)》(作者唐露新)系统地介绍了传感与检测技术的基础知识、传感器基
本原理、特性分析方法与应用技术。
本书共11章。

第1章介绍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传感器的静动态特性、测量方法、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
以及静动态标定概念、方法和设备。
第2～9章，从基本原理出发，结合工程应用，介绍电阻式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电
动势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热电式传感器、半导体传感器和其他传感器(如微波、红外、视觉、超声
波和生物等传感器)。
第10章介绍传感与检测系统的常用基本检测电路，主要包括信号放大电路、信号处理电路、信号转换
电路和抗干扰技术等。
第11章针对传感与检测技术的发展，介绍当前一些新技术，如智能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软测量技
术、虚拟仪器、网络化检测仪器等。
　　《传感与检测技术(第二版)》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理论与应用相结合，适合理工科院校培养工
程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书中每章后附有针对重点和难点的习题，可作为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机电一体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学
习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感与检测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传感与检测技术基础
  1．1  传感与检测的概念
    1．1．1  检测技术
    1．1．2  自动检测系统
    1．1．3  本课程的任务与要求
  1．2  传感与检测技术概述
    1．2．1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概述
    1．2．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分类
    1．2．3  传感器技术概况
    1．2．4  传感器选用原则
    1．2．5  传感与检测技术的发展
  1．3  传感器的基本特性
    1．3．1  静态特性
    1．3．2  动态特性
  1．4  测量方法
    1．4．1  直接测量、间接测量与联立测量
    1．4．2  偏差式测量、零位式测量和微差式测量
  1．5  测量误差
    1．5．1  误差理论中的部分名词
    1．5．2  测量误差的概念
    1．5．3  一般测量误差的表示方法
    1．5．4  测量误差的来源
    1．5．5  测量误差的估计与校正
  1．6  传感器标定与校准
    1．6．1  传感器标定
    1．6．2  常用传感器标定设备
    1．6．3  传感器标定实例
    习题
第2章  电阻式传感器 
第3章  电感式传感器 
第4章  电容式传感器 
第5章  电动势传感器 
第6章  光电式传感器  
第7章  热电式传感器 
第8章  半导体传露器 
第9章  其他传感器 
第10章  常用的检测电路 
第11章  传感检测新技术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感与检测技术>>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5.4 测量误差的来源 1.方法误差 方法误差是指由于测量方法不合理所引起的误差
。
如用电压表测量电压时，没有正确的估计电压表的内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而造成的误差。
在选择测量方法时，应考虑现有测量设备及测量的精度要求，并根据被测量本身的特性来确定采用何
种测量方法和测量设备。
正确的测量方法，可以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否则不但无法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还可能损坏仪器和
元器件等。
 2.理论误差 理论误差是由于测量理论本身不够完善而采用近似公式或近似值计算测量结果时所引起的
误差。
例如，传感器输入一输出特性为非线性但简化为线性特性，传感器内阻大而转换电路输入阻抗不够高
，或是处理时采用略去高次项的近似经验公式，以及简化的电路模型等都会产生理论误差。
 3.测量装置误差 测量装置误差是指测量仪表系统本身不完善而引入的误差。
如仪表刻度不准确或非线性，测量仪表中所用的标准量具的误差，测量装置本身电气或机械性能不完
善，仪器、仪表的零位偏移等。
 4.环境误差 环境误差是测量仪表的工作环境与要求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误差。
如温度、湿度、大气压力、振动、电磁场干扰、气流扰动等引起的误差。
 5.人身误差 人身误差是由于测量者本人的不良习惯、操作不熟练或疏忽大意所引起的误差。
如念错读数、读刻度示值时总是偏大或偏小等。
在测量工作中，对于误差的来源必须认真分析，采取相应措施，以减小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1.5.5 测量误差的估计与校正 测量误差中的性质不同，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也不同。
定值系统误差一般可用实验对比法发现，并用修正法等予以消除；变值系统误差一般可用残余误差观
察法发现，并从硬件和软件不同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消除。
比如从软件上采用“对称法”，可消除线性变值系统误差，采用“半周期法”，可消除周期性变值系
统误差等。
 在测量中，随机误差对测量过程及结果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借助概率与数理统计
以及必要的数据处理，只能描述出随机误差的影响极限范围，并进而给出最接近真值的测量结果，但
随机误差无法消除。
 在测量中，有粗大误差的测量结果是不可取的，即有粗大误差影响的测量值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如
拉依达准则、肖维纳准则等）判断出来，并予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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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传感与检测技术(第2版)》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理论与应用
相结合，适合理工科院校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书中每章后附有针对重点和难点的习题，可作为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机电一体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学
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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