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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电子信息系统中模拟信号调理的概念、功能及技术途径，并且重点介绍了
传感器激励、信号变换、信号放大、信号滤波、调整与补偿、集成模拟信号调理及调制与解调等模拟
信号调理常见技术的实现手段。
全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分析和详细的实例，可让读者对模拟信号调理技术有全面深入的
理解。

　　本书结构清晰，体系完整，实例丰富，叙述浅显易懂，可作为电子设计工程师的培训和参考用书
，也可作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测试技术与仪器、自动控制、电气控制、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
业研究生、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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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感器用于从被测对象获取有用的信息，它是一种能感应被测参量功能的转换元件（或装置），
能将光、磁、热、力、超声、气体、射线和酶等物理学、化学、光学、生物学的非电量转换成与之有
对应关系或容易精确处理的电量和其他形式的信号。
对于一个测量任务来说，第一步便是能够有效地从被测对象取得能用于测量的信息，因此传感器在整
个现代电子信息系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对于不同的被测物理量要采用不同的传感器。
例如，在测量物体的振动时，可以采用磁电式传感器，将物体振动的位移或振动速度通过电磁感应原
理转换成电压变化量。
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往往具有光、机、电等多种形式，而且混杂有各种有害的干扰和噪声。
信号调理就是对从传感器所输出的信号进行转换、匹配、放大、滤波、隔离屏蔽、重放、调制解调、
模拟和数字计算等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最终希望获取能便于传输、显示和记录，以及可做后续处理
的信号。
例如，传感器为电参量式的，即被测信号的变化引起传感器的电阻、电感或电容等参数的变化，传感
器输出为电路参数R、L、C，则应通过基本转换电路将其转换为容易测量的电量（如电压、电流或电
荷等）。
如果被测模拟量要通过计算机处理，则必须把模拟量转化为相应的数字量，此工作由模数（A/D）转
换电路来完成。
若需推动控制系统的执行元件或模拟显示、记录仪器，则要将计算机处理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
信号，即进行必要的数模（D/A）转换，此工作由数模转换电路来完成。
数据显示和记录是指将经信号调理部分处理过的信号用便于人们观察和分析的介质和手段进行记录或
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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