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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由铁道部教材开发小组统一规划，为铁路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本书是根据铁路高职教育电力机车检修专业教学计划“自动检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的，由铁路
职业教育机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并经铁路职业教育机车专业教材编审组审定。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各类传感器的机理、结构、测量转换电路、应用及选择方法，使学生
建立完整的自动检测技术概念，培养学生自动检测系统的分析、调试能力，培养学生组建非电量测量
和控制系统的实际能力。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加快，国家明确了“宽口径教育，按大类培养”人才的思路，要求
各类院校向重基础和淡化专业方向发展，要拓宽学生所适应的专业面。
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结合专业调研、毕业生反馈、用人单位走访，我们获得了该课程现阶段改革所
需的第一手资料。
在原来编写的教材基础上增加了部分与现场紧密结合的检测内容和检测手段，学生所需知识点均以课
题的形式进行编写，确立了以就业为导向的八大课程模块，特色比较明显。
　　在培养高级检测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全局中，本课程不仅为学生学习相关技术基础和专业课程起到
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为今后从事检测系统设计和研究工作起到增强适应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
。
以工学结合的模式，从传感器原理结构认识到自动检测系统的构建，让学生逐步建立自动检测技术概
念及把握实际检测系统的组建、安装、调试及维护技能。
　　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牢固建立自动检测技术的思想和基本理论；掌握自动检测技术、传
感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各类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基本结构；掌握常用检测器件和传感器使用方
法和使用技能；培养学生搜集资料、阅读资料和利用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学生的
团队协作精神；培养学生的工作、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的专业技术素质和个人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
提高。
　　本书由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谭德亭主编，太原铁路机械学校李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张丽
娜、崔晶参编。
其中，课题1、3、5由张丽娜、崔晶编写，课题2、4、6、7、8由谭德亭、李红编写。
在该书的编写过程当中，从模块构建到具体案例，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杨利军教授给予了大力指导
和帮助，并对本书进行了全面审核，在此表示诚恳的谢意！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有限，加上时间比较仓促，以及传感器新技术发展较快，本书的内容难免会存
在遗漏和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编者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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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动检测技术（高职）》是铁路职业教育铁道部规划教材。
《自动检测技术（高职）》以工学结合的模式，从传感器原理结构认识到自动检测系统的构建，让学
生逐步建立自动检测技术概念及把握实际检测系统的组建、安装、调试及维护技能。
内容包括：自动检测技术的基础知识，力学量、几何量、磁学量、温度量、气体量、湿度量以及光学
量的检测与处理，实验指导。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电力机车检修专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风电运行与维护专业等，也可供具有相应水平和学习要求的读者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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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零位法。
将被测量x与某一已知标准量s完全抵消，使作用到测量仪表上的效应等于零。
如天平、电位差计等。
由此可知x=s，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标准量的精度，与测量仪表的精度无关。
因而测量精度很高，在计量工作中应用很广。
　　③微差法。
将零位法和偏差法结合起来，把被测量的大部分抵消，选用灵敏度较高的仪表测量剩余部分的数值，
被测量便等于标准量和仪表偏差值之和。
如天平上的游标、电位差计上的毫伏表等。
与偏差法相比，它可以得到较高的精度；与零位法相比，它可以省去微进程的标准量。
　　（2）间接测量法　　用直接测量法测得与被测量有确切函数关系的一些物理量，然后通过计算
求得被测量值的过程称为间接测量。
例如测量电压u和电流，而求功率P=UI的过程。
　　2.按测量仪表的特点分类　　按测量仪表特点进行分类，可分为接触测量法和非接触测量法。
　　（1）接触测量法　　传感器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承受被测参数的作用，感受其变化，从而获
得信号，并测量其信号大小的方法，称为接触测量法。
例如用体温计测体温等。
　　（2）非接触测量法　　传感器不与被测对象直接接触，而是间接承受被测参数的作用，感受其
变化，从而获得信号，并测量其信号大小的方法，称为非接触测量法。
例如用辐射式温度计测量温度，用光电转速表测量转速等。
非接触测量法不干扰被测对象，既可对局部点检测，又可对整体扫描。
特别是对于运动对象、腐蚀性介质及危险场合的参数检测，它更方便、安全和准确。
　　3.按测量对象的特点分类　　按测量对象特点进行分类，可分为静态测量法和动态测量法。
　　（1）静态测量法　　静态测量是指被测对象处于稳定情况下的测量。
此时被测参数不随时间而变化，故又称.稳态测量。
　　（2）动态测量法　　动态测量是在被测对象处于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测量。
此时被测参数随时间而变化。
因此，这种测量必须是在瞬时完成，才能得到动态参数的测量结果。
　　运动是绝对的。
被测参数多是随时间变化的，因此过程检测实际上是动态测量。
但如果被测参数随时问变化很缓慢，而测量所需时间相对又很短时，可近似为稳态测量。
这种近似也是产生测量误差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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