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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即“计量学”、“传感技术”、“测量技术与仪
器”，其应用范围涵盖了工程、物理、化学、生物和医学等各专业技术领域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鉴于仪器科学与技术横跨了几乎所有门类的理工学科，使得不仅仅是从事仪器仪表研究、开发、制造
和销售的专业人士，实际上所有可能使用仪器仪表的科技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测
量知识。
在高等院校设置“仪器科学与技术概论”课程（以下简称“概论”）作为仪器仪表类专业本科生的必
修课，或作为工程技术类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已经成为仪器仪表专家、教授的普遍呼声。
实际上，一些高等院校早在若干年前就已开设了这门课程，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尚未见到与此相关的参
考教材。
本课程应当讲哪些内容？
如何讲？
相关的专家、教授也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围绕“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国内的专家、
学者发表了许多宏论，鞭辟入里者故有之，随意挥洒者亦不在少数；更有立意高远、囊括天下百科万
物者，使人读后如坠入九霄云雾之中，恍兮惚兮，顿生不知仪器仪表为何物之叹！
因此之故，笔者深深感到编写《仪器科学与技术概论》一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诚然，能否准确把握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内涵，提其要、构其玄，汇编集注以成书，并非一件易事
，且又易于给人以“因循守旧”和“陈词滥调”之嫌。
然而，为了“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同行，笔者遂不揣浅陋、勉力为之了，这或许正应验了那句古话—
—“无知者无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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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仪器科学与技术概论》介绍了仪器科学与技术的学科内涵和知识体系，内容包括仪器科学与技
术的概念体系、计量学基础、测量技术与仪器的基本知识、计算机辅助测量系统、传感技术与测量仪
器的前沿领域、中国古代度量衡及观测仪器的发展概况，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测量科学与应用的基本概
念、仪器仪表专业的发展进程、现代传感技术及测量仪器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仪器科学与技术概论》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仪器仪表类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可供机械工程、电气工程
、自动化技术以及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等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科技人员进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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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仲明，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精密仪器及机械专业，获博士学位。
1999年1月至2000年3月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Oakland大学电气与系统工程系进修，并从事多
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和汽车安全防撞系统研究。
曾主持和参加国家重大建设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部委级科技基金项目和其他科研项目的研
究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部委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8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军队育才
银奖1次。
出版研究生教材1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学术会议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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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除了这些数值化运算外，有时还需进行逻辑运算，例如，根据某项指标进行分类等。
此外，利用对符号链的操作还可改变数据格式。
表达表达的作用是把从测量和分析计算中所得到的信息传递给测量系统的操作者。
在测量过程结束后就应当及时地给出明确的测量结果，以便对测量过程的质量进行判定，如果必要的
话，还需要改变测量原理和测量方法。
保存保存的作用是将采集信号和由此获得的信息转移到非易丢失的存储介质中。
这样，即便在测量过程中断或结束后，或在遭遇到可能的干扰（如断电、系统崩溃）时，测量数据仍
能被以后的分析计算所使用。
因此，建议将原始数据、或经校准的测量数据、实验装置和操作软件的设置参数存储起来，但没有必
要存储图形以节省存储空间。
建立文档建立测量文档是测量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保存测量过程和测量结果的完整记录。
通过建立文档，能将产生测量结果的前提和获得测量结果的设置无歧义、无空缺地记录在案。
只有建立了测量文档，才能使测量结果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或发表论文，或者按照新的判据重新分析
计算测量数据。
如果事实表明测量误差的产生与过程的改变之间具有某种时间上的关联性，则可以依据精心建立的测
量文档进行事后的误差分析。
在大流通量实验样本的标准化监测过程中，如终端监控过程，往往要求系统具有自动建立文档的功能
。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样本，包括样本的重要标志、监测条件和监测结果，都要自动形成一份文档或至
少在数据库中登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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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仪器科学与技术概论》：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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