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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院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测试技术"课程汇总大纲、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编写的。
　　本书可作为4年制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根据教学需要
选择不同的章节，以适用于3年制机电一体化专业、数控专业（高职高专）的专业基础课教学，也可
供有关专业的师生、从事工程测试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全书共分9章，第1章通过工程实际应用，介绍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现代检测技术的
含义、特征及自动检测系统等概念；第2章详细地论述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础知识及有关的概念
；第3章、第4章是关于能量型及物理特性型传感器的原理与应用。
第5章是环境量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应用；第6章、第7章重点介绍了新型传感器和智能型传感器的基
本原理、特性及应用；第8章、第9章是自动检测仪器仪表的概念和自动检测系统的设计。
每章后附有复习思考题。
　　全书由西京学院机电工程系吴松林任主编，蔡红专、冯彦炜任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吴松林（第1章及第5章部分）、蔡红专（第2章部分）、陕西省机电工程学校冯彦
炜（第6章部分）、蔺国民（第2章）、王宁（第3章）、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孙永芳（第4章）
、刘守法（第5章）、颜长峰（第6章）、赵静（第7章）、许行之（第8章）、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吕栋腾（第8章部分及第9章部分）、赵冲（第9章及附录）。
全书由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杨承涛教授主审。
　　本书部分内容参考了其他院校的相关教材、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等方面的著作，在此，表示衷心感
谢。
　　书中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殷切希望各院校师生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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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中联系紧密的内容有机地整合而成
的。
全书共9章，通过工程实际应用，介绍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现代检测技术的含义、特征
及自动检测系统等概念；详细地讲述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础知识及有关的概念，关于能量型及基
于物理特性的传感器的原理与应用，环境量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应用；重点介绍了新型传感器和智
能型传感器的基本原理、特性及应用，自动检测仪器仪表的概念和自动检测系统的设计。
每章后附有复习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4年制本科高等教育及3年制高职、高专教育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供从事工程技术测
试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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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根据测量方式可分为偏差式测量、零位式测量与微差式测量。
　　偏差式测量是指用仪表指针的位移（即偏差）决定被测量的量值的测量方法。
用偏差式测量过程简单、迅速，但测量结果的精度较低。
　　零位式测量是指用指零仪表的零位反映测量系统的平衡状态，在测量系统平衡时，用已知的标准
量决定被测量的量值的测量方法。
例如，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电位差计测量电压等都属于零位式测量。
零位式测量的优点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测量精度，但测量过程长而且复杂，所以不适用于测量快速变
化的信号。
　　微差式测量是综合了偏差式测量与零位式测量的优点的一种测量方法。
它是将被测量与已知的标准量进行比较得到差值后，再用偏差法测得该差值。
用这种方法测量时，不需要调整标准量，而只需测量两者的差值。
并且由于标准量误差很小，因此总的测量精度仍然很高。
反应快、测量精度高是微差式测量的主要优点，特别适用于在线控制参数的测量。
　　③根据测量条件不同可分为等精度测量与不等精度测量。
　　等精度测量是指在整个测量过程中，如果影响和决定误差大小的全部因素（条件）始终保持不变
，例如由同一个测量者，用同一台仪器、同样的测量方法，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
多次重复测量的测量方法。
当然，在实际中极难做到影响和决定误差大小的全部因素（条件）始终保持不变，因此一般情况下只
能是近似认为是等精度测量。
　　不等精度测量是指在科学研究或高精度测量中，往往在不同的测量条件下，用不同精度的仪表、
不同的测量方法、不同的测量次数，以及不同的测量者进行测量和对比的测量方法。
　　④根据被测量与时间的关系可分为静态测量与动态测量。
　　静态测量是指被测量在测量过程中不随时间变化或变化缓慢，静态测量不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对测
量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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