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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根据测控仪器专业本科生教学需要编写的。
随着计算机在仪器领域的广泛应用，基于计算机处理器的智能仪器技术得到飞速发展。
本书就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为广大学生和仪器专业技术人员编写的。
本书系统阐述了智能仪器的主要理论、通信技术、数据采集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等知识。
在编写中力求知识新颖，实用性强。
本书既可作为测控仪器专业本科生教材之用，也可作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学习仪器设计的参考书。
本书有大量的图表资料，也可以作为现场技术人员的工具书使用。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是教材，第2部分是实验指导书。
教材的第1章介绍智能仪器的主要理论，第2章介绍智能仪器常用处理器，第3章介绍智能仪器通信技术
，第4章介绍数据采集技术，第5章介绍人机交互技术，第6章是智能理论应用举例和智能仪器设计实例
。
实验指导书结合教材内容，共设计了10个实验。
本书由西安交通大学毕宏彦副教授、徐光华教授、梁霖博士编写。
第1章由徐光华和梁霖编写，其它章节由毕宏彦编写。
研究生张坤、刘方华、路静、梅燕参加了第3章和实验指导书的编写，研究生闻红志、唐春霞、刘方
华参加了第6章的编写，研究生杨俊、胡江参加了本书所有图幅的编辑整理工作。
全书由毕宏彦统稿。
本书承蒙西安交通大学郭俊杰教授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和该出版社的
贺锋涛、屈晓燕编辑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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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根据测控仪器专业本科生教学需要编写的。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Ⅰ部分是教材，第Ⅱ部分是实验指导书。
    本书对智能仪器的相关理论作了简要介绍，重点介绍了智能仪器电路设计技术，包括智能仪器的处
理器、通信技术、数据采集技术、人机接口技术等。
    书后附录简要介绍了在8位单片机系统中广为应用的C51程序设计语言，并介绍了应用日益广泛的串
行E2PROM芯片的应用资料。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既可以作为专业课教材，也可以供广大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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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4.5设计总结与资料整理设计开发完成后，对仪器能够实现的功能、技术特点和不足之处要进
行总结，对全部设计试验资料要进行整理、归档保存，以便以后产品维护检修或升级换代继续开发，
使产品性能和技术不断更新。
1.对于铁轨参数检测仪的总结本项目分析研究了倾角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信号采集、处理以及便携式
检测仪电源管理、USB串行通信和基于Windows环境下的应用软件开发、数据库建立、管理和数据图
形化分析等技术。
并参照常用的便携式数据采集系统开发设计制作了经济、实用、轻便、性能可靠的“铁轨参数检测仪
”和“线路静态检测分析系统”。
并经现场实测使用，达到商业化产品标准，现已成批生产。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开发，取得了以下几项成果。
（1）应铁路建设和现场维修之急需，提出了适合于现场反复多次检测和可按程序推进检测的铁轨参
数检测仪及其数据处理和数据库系统方案。
（2）阻碍铁轨参数检测仪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传感器的精度低、现场干扰大，而高精度的传感器依靠
进口也是限制我国铁轨参数检测仪发展的重要原因，本设计利用国产传感器和特种单片机组合，研究
并开发完成了适应传感器信号特点、抗干扰能力强、优良可靠的信号调理电路。
（3）运用双处理器方案，成功地完成了铁轨参数信号采集、数据处理、人机交互、电源管理、数据
通信等全部前台工作，完成了符合铁路建设标准的铁轨参数检测仪整个系统。
（4）成功地将USB串行数据通信嵌入到了便携式数据采集仪中，完全顺应了当前PC机与外设通信的
发展趋势，提高了便携式数据采集设备的适应性。
（5）成功地将电源智能化管理移植到了便携式数据采集系统中，进一步提高了便携式采集仪的智能
化、人性化及能源使用合理化。
（6）在Windows环境下成功地完成了数据库的建立与管理，并在数据分析中实现了图形化对比分析方
法，使得数据的比较更为直观简洁，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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