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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动检测技术（第2版）》第一版自2004年8月出版到现在已四年多，使我们深感荣幸的是《自
动检测技术（第2版）》受到不少大专院校欢迎，并被选为教材。
本次再版，作者努力在保持原有教材特点基础上，力求克服原版教材不足之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原教材某些部分内容已不相适应。
　　作者编写这本教材的宗旨是，既注意保持传统的流程工业中主要参数的基本检测技术有关内容，
又力求反映当前国内外检测技术的最新成就和发展。
《自动检测技术（第2版）》第1～3章重点讲述了测量系统的测量误差分析及处理、测量系统的构成和
特性分析以及测量系统的可靠性等有关内容，本次修订主要对第3章“测量系统的可靠性”进行改写
，充实了有关内容，使学生能从测量系统的角度，对测量误差、测量精度和测量系统特性及可靠性有
一个总体的了解；第4-9章主要介绍了流程工业中的主要参数，如温度、压力、液位、流量、成分分析
以及有关机械量等参数的检测技术。
本次修订对“流量测量”章节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调整，主要考虑加深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有关内容
的阐述。
其中，有关传统的流程工业中广泛应用的测量方法和测量技术是《自动检测技术（第2版）》的基本
内容，学生需要牢固掌握；同时《自动检测技术（第2版）》也包括了目前流程工业中参数检测的最
新技术，如溫度测量中“红外测温仪与红外热像仪”、流量测量中“多相流检测技术”，这有助于学
生扩大视野、开阔思路，掌握当前最新科技发展动态，进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自动检测技术（第2版）》按照教学学时的要求安排内容（教学课时一般安排为64学时），内容
较为丰富；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为便于学习，每章均附有一定的思考题和习题（附有答案），以帮助
读者学习时练习与参考。
对于教学学时不足64学时，可选择重点内容讲解。
　　“自动检测技术”既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又是一门交叉应用专业课，即融传感技术、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及通信技术等于一体的课程，为学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奠定了基础。
　　《自动检测技术（第2版）》由王化祥教授编写，其中张涛教授对流量测量一章进行了改写，张
淑英副教授对书稿进行了认真校对，王超、许燕斌搜集有关资料并制图。
同时作者在编写《自动检测技术（第2版）》的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其他专家学者的有关著作，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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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测量误差理论、测量系统特性及系统可靠性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温度、压力
、流量、液位、成分分析等过程参数以及运动控制系统中的位置、速度（转速）、转矩及功率测量等
参数的检测原理、测量方法、测量系统构成及测量误差分析，同时还注意介绍各种测量装置的安装使
用条件，以保证检测系统的测量精度。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自动化检测技术、过
程控制以及运动控制领域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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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各种材料在λ＝0.65μm下的单色辐射率ελ　　附表5.5　各种材料辐射率ε6　流量测量　6.1
　概述　6.2　容积式流量计　6.3　浮子流量计　6.4　涡轮流量计　6.5　旋涡流量计　6.6　电磁流量
计　6.7　超声流量计　6.8　节流式流量计　6.9　质量流量计　6.10　多相流体的流量测量　6.11　流
量标准装置　思考题与习题7　物位测量　7.1　浮力式液位测量　7.2　静压式液位测量　7.3　电容式
液位测量　7.4　超声波物位测量　7.5　微波法物位测量　7.6　光纤式液位测量　思考题与习题8　成
分分析　8.1　概述　8.2　热导式气体分析器　8.3　氧化锆氧分析器　8.4　气相色谱分析仪　8.5　工
业电导仪　8.6　工业酸度计　思考题与习题9　位置、转速、转矩及功率测量　9.1　位置测量　9.2　
速度（转速）测量　9.3　转矩测量　9.4　霍尔电压、电流测量　9.5　无速度传感器技术　思考题与
习题部分习题参考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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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　　2.4　系统误差　　随机误差处理方法，是以测量数据中不含有系统
误差为前提。
实际上，测量过程中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同时存在于测量数据中，且不易发现，多次重复测量又不能
减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这种潜伏性使系统误差比随机误差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因此研究系统误差的特征与规律性，用一定的方法发现、减小或消除系统误差，就显得十分必要。
否则对随机误差的严格数学处理将失去意义。
　　由于系统误差的特殊性，在处理方法上与随机误差完全不同，它涉及对测量设备和测量对象的全
面分析，并与测量者的经验、水平以及测量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系统误差的来源一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由于测量设备、试验装置不完善，或安装、调整、使用不得当引起的误差。
如测量仪表未经校准投入使用。
　　②由于外界环境影响而引起的误差。
如温度漂移、测量现场电磁场的干扰等。
　　③由于测量方法不正确，或测量方法所赖以存在的理论本身不完善引起的误差。
如使用大惯性仪表测量脉动气流的压力，则测量结果不可能是气流的实际压力，甚至也不是真正的时
均值。
　　④测量人员方面因素引起误差。
如测量者在刻度上估计读数时，习惯偏于某一方向；动态测量时，记录某一信号有滞后的倾向。
　　2.4.1　系统误差的特点与性质　　系统误差的特点表现为在同一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量值时，
误差的绝对值和符号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改变时，误差按一定规律变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动检测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