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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制冷与低温工程专门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扩大知识面、鼓励创新和加强实践能力培养是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
作者希望本教材能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制冷与低温工程专业领域；掌握制冷与低温工程实验技术的
基本理论与方法；跟踪学科前沿动态；提高综合实践能力。
 　　全书共分为13章，涵盖了制冷与低温工程学科的主要实验技术。
将制冷与低温工程实验中涉及的温度、压力、流量及控制指标等共性测量技术基础放在前面，希望读
者关注专业领域中的主要特性参数；随后分别介绍了基础与共性技术、实验（包括计算机模拟实验）
原理与方法；最后介绍了制冷与低温技术中热点问题的实验研究。
从工程技术角度出发，就是要解决主要参数（量）的测控问题，这是除了原理外技术进步的基础，并
且也是检验新的理论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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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虚拟仪器系统的一般构成及工作原理　　虚拟仪器是测试技术、计算机技术及通信技术相结
合的产物。
虚拟仪器以通用计算机和配备标准数字接口的测量仪器（GPIB、RS一232等接口及新型的VXI模块化仪
器）为基础，将仪器硬件连接到计算机平台上，直接利用计算机丰富的软硬件资源，将计算机硬件（
处理器、存储器、显示器）和测量仪器（频率计、示波器、信号源）等硬件资源与计算机软件资源（
包括数据的处理、控制、分析和表达、过程通讯及图形用户界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特定的功能
。
因此，同其他仪器一样，虚拟仪器也是由信号的采集与控制、信号的分析与处理、结果的表达与输出
这三大功能构成（见图6—1）。
这三大功能的实现是由测试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完成的，由测试硬件完成信号的采集与控制，
由计算机完成信号分析与处理、结果表达与输出[3]。
虚拟仪器的核心思想就是“软件就是仪器”。
利用虚拟仪器系统，用户可以根据自我需求来定义和设计仪器的功能，将传统仪器部分硬件和最新计
算机软件技术充分结合起来，对传统仪器的功能进行扩展。
虚拟仪器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计算机资源，它不仅能实现普通仪器的全部功能，而且还能实现普通仪器
上无法实现的功能。
　　2．虚拟平台　　基于Web的浏览器／服务器模式是实现网络虚拟实验系统的一种基本模式。
客户端通过浏览器访问Web服务器上的页面，在Web页面中嵌有虚拟实验软件。
服务器端接收来自客户端的实验操作请求，通过虚拟实验软件对实验环境进行仿真，实时调整虚拟元
器件的状态，模拟产生实验现象，输出对应的实验数据，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这种方式是利用数据采集和仪器控制技术（VXl、GPIB、PXI等）组建虚拟实验室，利用专用软件
（LabVJew，LabWindows／CVI或VEE）设计所需要的虚拟仪器，并利用现有的互联网技术，使虚拟实
验室加入Internet。
这种方式与基于虚拟仪器的网络虚拟实验室的区别在于：用户无需安装应用软件，只需配置网络浏览
器，开发LabVJew虚拟仪器软件开发平台，以及数据采集和仪器控制硬件分别位于远程的www服务器
和仪器控制服务器，由用户登录到远程实验室进行相应的实验。
基于Web技术（HTML，CG-I，ASP，Java等）和远程测量的分布式虚拟仪器实验室的系统框图与基
于Interne的B／S模式虚拟仪器实验室如图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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