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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更新越来越快，工程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重要。
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直接决定工程技术的水平和发展速度，决定国家的工业竞争力。
　　工程教育既是“老生常谈”，也是颇具新意的一种教育观念。
其核心观点集中体现在工程科学、工程技术、工程管理三个方面的教育。
　　美国和德国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经济强国，工程教育模式各具特色，并被证明在其工业化及成为
工业强国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工业化是以市场经济为主，渐进式地从轻纺工业到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再发展到二战后的
以电子、核能、化工、航天等组成的新兴工业，经历的时间较长，比较协调。
工业化初期，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引导工程教育的具体走向，对美国工程教育的大规模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工程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落到实处，而且消化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为其工业化的崛起提供了及
时高效的技术支持。
　　德国的工程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独立于传统大学之外，在工业化崛起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更多体现
在输送大批过硬的技术人材，在数量与质量上充分满足了工业界的需求。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受高考制度的影响，我国的初、高中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比较薄弱。
在国外的发达国家，初中生就开始参与课外科技活动，对工程实践有了粗线条的认知。
但我国的学生要应付中考、高考，应付“题海”，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接受工程教育。
尽管现在对素质教育的呼声较高，但却使学生的发展方向过宽，学生无所适从。
以电子类专业的学生为例，学生进了大学，连电烙铁也没摸过，对于各种电子器件，只认识符号，不
认识实物，到大二才稍微接触点实际。
从另一方面来讲，在电子、电气工程技术领域，数十年来形成“重线路、轻工艺”的倾向。
搞线路的人不愿意搞工艺。
而搞工艺的人又不熟悉线路。
因此搞线路的人即使设计出很先进的电子产品，但却因工艺不合理或不过关而影响产品的性能。
为适应我国电工电子工程训练的需要，我们特此编写本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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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近代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为主线展开论述，使读者了解电子产品整机制造从备料开始，
直到成品完成的诸道工序以及每道工序的工艺过程、操作方法和制造技术。
同时还介绍了控制用低压电器、工厂供电、质量管理、环境保护等内容。
在选材上，尽量反映当代的新器件、新技术、新工艺。
针对电子整机制造的操作方法，既介绍了手工操作，又介绍了半自动和自动操作，这些都是工程技术
人员的基本功。
全书共分八章和一个附录，每章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便于读者选择。
　　本书的信息量大，内容充实，取材新颖，易读易懂，具有知识性、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电子电气实习的教材，亦可作为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教材；还可作为工程技术
人员和电子爱好者的参考书。
本书除作为训练和参考书外，也可作为一种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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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精度　　非线性误差、不重复误差及滞后误差这三项指标决定了传感器的精度，它是系统
误差和随机误差的综合反映。
精度常用百分数表示。
　　（2）灵敏度　　它表明传感器在稳定工作时输出增量对输入增量的比值。
对于线性传感器。
其直线的斜率就是灵敏度；而非线性传感器的灵敏度则随输入量的不问而变化，斜率越火，灵敏鹱越
高。
为了使用方便，显然希望灵敏度为恒值，即输入、输出为线性关系。
　　（3）线性度　　理想的输入／输出特性是线性关系，而实际特性往往是非线性的。
因此在传感器的应用中要设计一定的电路进行线性补偿。
　　（4）回滞　　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传感器在正、反行程中，同一输人所对应的输出不重合程
度称为回滞。
这种现象在有弹性变形及有磁性变化的传感器中较为普遍。
　　（5）测量范围　　指测量值的上、下限值范围，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应稍大于被测量的范围。
有的传感器允许有一定的过载，但过载部分不能作为测量范围。
　　（6）频率响应　　指在保持各项指标的情况下，传感器能工作的最高频率（有时要兼顾最低频
率）。
此项属于动态特性。
　　（7）响应时间　　用时间常数来表示，时间常数越小越好，此项亦属动态特性。
　　此外还有稳定性、零点漂移、可靠性等，均从略。
　　2.4.3 传感器的质量检验　　检验传感器没有什么专门仪器，在实用中，往往采取两种办法：一是
传感器置于测量电路中，进行“实地考查”，最容易辨别其好坏；二是利用万用表粗略检查。
例如对于光电传感器，可先用万用表测电阻，然后用光照射，再测电阻值是否发生变化。
利用此法时，应对传感器工作原理及特性比较了解，是利用原理进行检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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