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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工厂企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
特别是自动控制，自动检测系统中获取各种信息的传感器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工具。
因此，在当今高职高专教育中掌握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尤为重要本书主要针对高职高专工科专业的需要
，并结合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和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而编写，适合于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和数控技
术等专业的教材。
在课时方面，建议在90课时左右，也可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需要做适当调整。
本书改变以往传统教材以讲述系统理论知识为主的编写思路，注重实际应用。
通过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力求做到通俗易懂，以任务驱动为教学主线，强调必需、够用，体现教、
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改革思路。
　　全书共分8章，包括5个知识模块，第1～3章为基础知识模块，第4章为传统传感器技术模块，第5
章为新型传感器技术模块，第6～7章为控制电路、信号处理和抗干扰技术系统模块，第8章为传感器与
检测技术应用案例模块。
另外，每章均安排了一定的习题，用以检验学生掌握所学知识的情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为了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知识，应配备专门的实训教学，使学生掌握各种传感器的选用、
维护和维修以及检测系统的使用。
　　本书第1、2、4、6、7章由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陈岚编写，第3章由江西渝州科技职业学院
王学斌编写，第5、8章由江西工业贸易职业学院廖跃华编写，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万涛参与编写本教材
的部分实例。
全书由廖跃华统稿，廖跃华、王学斌主编，陈岚任副主编。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查阅了大量的书刊和资料，参考和借鉴了许多图表和相关内容，并得到了许
多朋友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妥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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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改变以往传统教材以讲述系统理论知识为主的编写思路，注重实际应用，通过对教材内容的整合
，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培养学生选择、应用和维护维修传感器的能力。
全书共分8章，第1、2、3章着重介绍信号、检测技术和传感器的基本知识，第4～5章介绍常用传感器
和新型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系6章介绍检测电路信号的变换，第7章介绍信号处理及检测系统的干扰
抑制技术，第8章着重介绍传感器和检测技术应用的常见案例。
    本书可作为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和数控技术等专业“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
近专业师生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信号分析基本知识  1.1  测试、信息与信号基本知识    1.1.1  测试、信息和信号的定义    1.1.2  
测试、信息处理的基本内容    1.1.3  测试、信息处理的发展概况    1.1.4  信息与信息技术    1.1.5  信息科学
   1.1.6  信息技术    1.1.7  信息与信号  1.2  信号分类与描述    1.2.1  信号的分类    1.2.2  信号的描述  1.3  检测
与控制系统及检测技术    1.3.1  传感器是检测与控制系统的首要环节    1.3.2  检测电路是检测与控制系统
功能实现的基本电路第2章  检测技术的基本知识  2.1  检测技术及检测系统    2.1.1  检测技术的概念与作
用    2.1.2  检测技术的发展与展望    2.1.3  检测系统的基本组成  2.2  测量的基本知识    2.2.1  测量的基本概
念    2.2.2  测量方法  2.3  测量误差的分析    2.3.1  误差的基本概念    2.3.2  测量误差的分析    2.3.3  误差的处
理  2.4  检测装置的基本要求    2.4.1  对检测装置的基本要求概述    2.4.2  线性系统及其主要性质    2.4.3  检
测装置的静态特征与动态特征    2.4.4  不失真检测的条件    2.4.5  负载效应第3章  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3.1  
传感器的地位和作用  3.2  传感器的定义与组成  3.3  传感器的分类  3.4  传感器的基本特性  3.5  传感器的
应用领域及其发展    3.5.1  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3.5.2  传感器的发展趋势第4章  常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
应用  4.1  电阻式传感器    4.1.1  电位器式传感器    4.1.2  电阻应变片    4.1.3  热电阻传感器    4.1.4  热敏电阻
传感器    4.1.5  压敏电阻    4.1.6  气敏电阻    4.1.7  湿敏电阻    4.1.8  光敏电阻  4.2  电容式传感器    4.2.1  电
容式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及性能特点    4.2.2  测量电路    4.2.3  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4.2.4  电容
式传感器的特点    4.2.5  电容式传感器的应用  4.3  电感式传感器    4.3.1  自感式传感器    4.3.2  变压器式传
感器  4.4  压电式传感器    4.4.1  压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4.4.2  压电材料及压电元件的结构    4.4.3  压电
式传感器的测量电器    4.4.4  压电式传感器的应用  4.5  霍尔传感器    4.5.1  霍尔元件的基本工作原理   
4.5.2  霍尔元件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技术指标    4.5.3  霍尔元件的测量电路    4.5.4  霍尔传感器的应用  4.6  
热敏传感器    4.6.1  热电偶    4.6.2  热电阻式传感器  4.7  数字式传感器    4.7.1  光栅数字式传感器    4.7.2  磁
栅数字式传感器第5章  新型传感器  5.1  仿生传感器    5.1.1  机器人内部传感器概述    5.1.2  机器人外部传
感器  5.2  光纤传感器    5.2.1  光纤结构    5.2.2  光纤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5.2.3  光纤传感器的特点    5.2.4  光
纤传感器的应用举例  5.3  微型传感器    5.3.1  电容式微型传感器    5.3.2  电感式微型传感器    5.3.3  压阻式
微型传感器    5.3.4  热敏电阻式微型传感器  5.4  集成传感器    5.4.1  集成温度传感器    5.4.2  智能传感器应
用举例第6章  检测电路与信号的变换  6.1  传感器与检测电路的一般结构形式    6.1.1  传感器输出信号的
特点    6.1.2  传感器信号的处理方法    6.1.3  传感器和传感器接口与检测电路的一般结构形式  6.2  传感器
接口电路    6.2.1  阻抗匹配器    6.2.2  电桥电路    6.2.3  放大电路  6.3  信号处理电路    6.3.1  信号滤波    6.3.2 
调制与解调电路  6.4  信号变换电路    6.4.1  集成电压比较器    6.4.2  采样保持器    6.4.3  多路模拟开关   
6.4.4  电压／电流变换器    6.4.5  电压／频率变换器    6.4.6  模数转换原理  6.5  滤波器    6.5.1  概述    6.5.2  
理想滤波器与实际滤波器第7章  信号处理基础及传感器与检测系统的干扰抑制技术  7.1  模拟信号的处
理  7.2  数字信号的处理  7.3  电桥电路    7.3.1  直流测量电桥分析    7.3.2  交流测量电桥分析  7.4  信号的放
大与隔离  7.5  信号的变换  7.6  噪声的形成    7.6.1  噪声源    7.6.2  噪声的耦合方式    7.6.3  噪声的干扰模式
 7.7  硬件抗干扰技术    7.7.1  接地技术    7.7.2  屏蔽技术    7.7.3  滤波技术  7.8  软件抗干扰技术    7.8.1  数字
滤波    7.8.2  软件冗余技术    7.8.3  软件陷阱技术    7.8.4  “看门狗”技术第8章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应用案
例分析  8.1  可燃性气体报警器    8.1.1  半导体气敏传感器    8.1.2  接触燃烧气敏传感器  8.2  测重仪  8.3  谷
物水份测试仪  8.4  温度变送器    8.4.1  主要技术指标    8.4.2  工作原理  8.5  智能温度湿度检测与控制仪参
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章节摘录

　　（2）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又称偶然误差，是由很多复杂因素的微小变化的总和所引起的，其
变化规律未知，因此分析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随机误差具有随机变量的一切特点，在一定条件下服从统计规律，因此经过多次测量后，对其总
和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描述，可以从理论上估计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随机误差表现了测量结果的分散性，在误差理论中常用精密度来表征随机误差的大小。
随机误差越小，精密度越高。
如果某一测量结果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均很小，则表明该测量既精密又正确，简称精确。
　　（3）粗大误差　　粗大误差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测量结果显著地偏离其实际值所对应的误差。
在测量及数据处理中，如果发现某次测量结果所对应的误差特别大或特别小，则应认真判断误差是否
属于粗大误差，如果属于粗大误差，该值应舍去不用。
　　3.按误差来源分析　　（1）工具误差　　工具误差是指由于因测量工具本身不完善引起的误差，
主要包括读数误差、内部噪声引起的误差两方面因素。
　　（2）方法误差　　方法误差是指测量时方法不完善，所依据的理论不严密以及对被测量定义不
明确等诸因素所产生的误差，有时也称为理论误差。
　　4.按照被测量随时间变化的速度分析　　（1）静态误差　　静态误差是指在被测量随时间变化很
慢的过程中，被测量随时间变化很缓慢或基本不变时的测量误差。
　　（2）动态误差　　动态误差是指在被测量随时间变化很快的过程中，测量所产生的附加误差。
动态误差是由于有惯性、纯滞后性，因而不能让输入信号的所有成分全部通过，或者输入信号中不同
频率成分通过时受到不同程度衰减时引起的。
　　5.按使用条件分析　　（1）基本误差　　基本误差是指测量系统在规定的标准条件下使用时所产
生的误差。
所谓标准条件，一般是测试系统在实验室标定刻度时所保持的工作条件，如电源电压（220±5％）V
，温度（20±5）℃，湿度小于80％，电源频率50Hz等。
　　基本误差是指测试系统在额定条件下工作时所具有的误差，测试系统的精确度是由基本误差决定
的。
　　（2）附加误差　　当使用条件偏离规定的标准条件时，除基本误差外还会产生附加误差。
例如，由于温度超过标准引起的温度附加误差以及使用电压不标准而引起的电源附加误差等，这些附
加误差使用时都被叠加到基本误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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