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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人类进入2l世纪的同时，世界多数国家都纷纷加快本国信息化建设
步伐，而现代检测技术正是实现自动化、信息化的基础与前提。
　　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感技术、新材料、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先进的检测方法和网络、信息
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给传统检测技术带来新的变化。
本书是针对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环境工程等专业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教材是在周杏鹏、王寿荣、况迎辉编著的《检测技术及系统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9出
版)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与旧教材相比，《现代检测技术》新增了第2、9和10三章，适当增加了检测
技术基础知识的内容，删除了原教材中与自动化联系较少的“几何量测量”以及可能与“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智能仪器设计”、“微机测控技术”等课程内容交叉的“自动检测系统的综合设计技
术与方法”和“微机化检测系统设计实例与系统调试技术”三章，并把原教材中“压力检测”和“其
他量检测”两章的相关内容重新编写后分别融入现教材的第3章和第10章；考虑到本教材涉及的各种物
理和化学成分参量的检测需转化为各种微弱电(电压、电荷、电流、阻抗、频率等)信号的情况，特增
加电参量测量一章；教材中还增加了“水环境与水污染检测技术”和“环境空气与大气污染检测技术
”两章，这一方面是基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保护专业人才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也是
考虑应尽早给在校自动化本科学生增补水和环境空气的质量检测技术知识，有利于引导他们毕业后跨
入新世纪朝阳行业——环保行业，有助于逐步改变我国目前环保行业严重缺乏环保自动化方面的工程
技术人才的被动局面。
　　本教材还汲取了国内外同类教材的长处，并针对按传感器分类编排的不足，采用更加贴近工程应
用实际的按被测量参量(即按计量学分类法)分类编排教材内容的方法。
教材共分11章：绪论；第1章检测技术基础知识；第2章电参量测量技术；第3章力学量检测技术；第4
章运动量检测技术；第5章振动测量技术；第6章温度检测技术；第7章物位检测技术；第8章流量测量
技术；第9章水环境与水污染检测技术；第10章环境空气与大气污染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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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要介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各种物理、化学成分参量检测的原理、方法和技术。
在教材内容组织上，为便于教学与自学，采用贴近工程应用实际的按被测参量进行分类编排的方法（
即按计量学分类法）。
着重讲述工程重要参量的常用检测方法与技术实现机理、工作原理和应用特点，通过典型实例介绍技
术先进、适合工程实际需要的高性价比自动检测系统的设计方法。
基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强大需求和我国环保行业目前严重缺乏环保
自动化方面工程技术人才的被动局面，本教材增加同类教材中通常没有的“水环境和水污染检测技术
”及“环境空气与大气污染检测技术”两章。
　　本教材内容包含的检测参量广，能较好地满足多类专业的宽口径教学需要，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
科技和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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