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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总装部队军事训练"十一五"统编教材:气动热与热防护试验热流测量》共分7章。
第1章为概论，介绍高超声速气动热环境、高超声速气动热与热防护试验的地位和要求、气动热与热
防护试验热流测量技术的原理与分类。
第2章介绍与热流测量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传热学基本原理、温度测量方法和误差的来源与分
类等。
第3章介绍基于能量平衡原理的热流测量技术，包括水卡量热计、薄壁量热计和塞块式量热计三种具
体的热流测量手段。
第4章介绍基于半无限大体假设的热流测量技术，包括薄膜量热计、同轴热电偶和零点量热计三种测
量手段。
第5章介绍测量温度梯度的热流测量技术，包括热阻式热流传感器、戈登计和柱塞式热流传感器三种
测量手段。
第6章介绍热图测量热流技术，包括红外热图以及相变、液晶、荧光等涂层热图技术。
第7章专门介绍热流测量的标准溯源和热流传感器的标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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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4误差的来源与分类 由测量仪器的读数装置所指示出来的数值称为测定值（示值
）。
测定值与真值的差异称为测量的绝对误差，简称误差；绝对误差相对于真值的比值称为相对误差。
即 测量误差=测定值—真值 相对误差=（测定值—真值）／真值 任何测定值只能近似地反映真实值。
无论所用的测量仪器多么精确，测量方法多么完善，测试人员多么老练、细心，其测定值必然是有别
于真值的，即肯定存在误差。
在科学试验中，需要提供测量结果的误差或者误差的可能范围，这样的测量数据才便于用户使用。
 根据误差产生的原因，可以将误差分为三类：系统误差、粗大误差和随机误差。
 2.4.1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又称规律误差，其特点是在反复测量过程中，误差数值的大小和符号或者固定
不变（称为恒值误差），或者按一定的规律变化（称为变值误差）。
系统误差决定了测量的准确度。
系统误差说明测量结果偏离被测量真值的程度，系统误差越小，测量结果就越准确。
 系统误差是具有规律性的，产生的原因往往是可以掌握的。
因此，系统误差在技术上可以通过实验或引入修正值的方法来更正。
例如，在气动热与热防护试验中，有的热流传感器如塞块式量热计，需要与模型基体绝热以满足一维
热传导的基本假设，而在工程上实现理论上的绝热是不可能的，传感器向基体放热会造成测量热流值
低于真值，从基体吸热会造成测量值高于真值。
薄膜热流传感器的基本数据处理方法需要忽略薄膜厚度，这与实际的传热过程也是不完全一致的。
与基本理论假设的差异都会造成测量误差，这种误差就属于系统误差。
另外，测量仪表的零点漂移、测量现场的电磁干扰等因素带来的误差也属于系统误差。
 2.4.2粗大误差 粗大误差又称过失误差或粗差，主要是由于测量人员的粗心大意、读数错误、记录或者
运算错误、错误操作仪表等原因造成的。
例如在利用铜一康铜（T型）热电偶测量温度时，错误地使用了镍铬一镍硅（K型）热电偶的灵敏系数
进行换算；在利用公式计算热流时，所用的量纲不一致；数字抄写错误等。
 由于上述原因而使测量结果有明显的歪曲，就数值而言，粗大误差往往远远超过同等条件下的系统误
差和随机误差。
粗大误差的剔除需要根据工作人员的经验来确定数据的取舍，也可以利用拉伊特方法、格拉布斯方法
等数理统计方法来判断。
 凡经证实的粗大误差应从试验数据中剔除不用，因为它是不可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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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总装部队军事训练"十一五"统编教材:气动热与热防护试验热流测量》从热力学与传热学原理出发，
结合气动热与热防护试验的实际需要，介绍了热流测量技术的相关基础知识，描述了常用热流测量技
术的原理，热流传感器的设计、制作和标定，并给出了各型传感器的典型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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