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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

前言

　　本教材编写之初，在编审委员会组织下，由国内十余所工科院校的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对教
材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认真的研讨。教材在取材和体系编排上较好地处理了各类知识的过渡与衔接，注
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着重反映传感器新技术和智能检测新动向。该书自2004年7月出版以来，得
到许多院校的选用，使用效果较好，已多次重印。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新时期的发展需求
。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是工科教育的一个重要教学目标。为了满足在应用能力培养实施过程中对教材
的同步需求，在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建议和组织下，我们修订编写了《检测技术》（第2版）。　　本
书综述了检测技术的主要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简要阐述了检测系统综合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全书
共12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章）为共性部分.介绍检测原理、误差来源以及传感器的
数学模型与特性。第二部分（第三一十章）为参数检测部分，针对温度、压力、流量、物位、转速、
加速度、物性参数、磁参数等各种非电量参数分析和综合了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及测量方法，特别注重
了新知识的融合，包括智能传感器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的介绍。第三部分（第十一、十二章
）为检测信号处理和系统的综合设计部分，介绍了检测信号变换和数据采集的常用方法、线性化技术
、检测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干扰及其抑制措施等内容。参数检测的各章具有相对独立性，可根据
教学课时和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选用。　　《检测技术》（第2版）着重突出了以下几方面特点：　
　（1）面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本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应用型本科教材编写的，重点突出了知识
的应用性。书中许多章节中有面向工程实践的详细举例。为突出对应用能力的培养，书中不仅在误差
处理、参数检测、信号变换等内容上注意介绍知识的具体应用，而且在第12章中专门讨论了检测系统
的干扰和保护，给出了微机化检测系统完整设计的实例，对课程设计或相关专业的综合性教学也有参
考价值。本版附有与教材对应的电子课件。　　这次修订，对于第十二章的内容作了较大的增补。在
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使用智能温度传感器的单片机实时温度检测系统设计实例。实例中详细介
绍了系统硬件设计以及软件开发过程，力求通过一些应用项目的整体设计介绍，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达到提升学生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目的。　　（2）适合实验教学。书中大部分章节都有具
体的实例，许多非电量参数检测都可以在常规传感器实验仪上实现。　　（3）习题内容丰富。为了
便于巩固知识，书中的每一章都附有一定类型和数量的习题。　　本书的参考学时为50学时（含实验
），各院校可根据各自的教学安排对书中的内容作适当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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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age 3



《检测技术》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检测技术理论基础　第一节　绪言    一、检测的基本知识    二、被测参数的分类    三、
检测设备的基本性能　第二节　测量与误差    一、测量、量值、约定真值    二、测量误差的性质与分
类    三、测量误差的来源　第三节　测量误差的处理    一、系统误差的处理    二、随机误差的处理    三
、粗大误差的处理    四、函数误差和测量结果的处理    五、测量曲线的拟合　第四节　检测系统的构
成与发展    一、典型的检测系统    二、检测技术的发展    小结    习题与思考题第二章　传感器技术基础
　第一节　传感器概论    一、传感器及其组成    二、传感器的作用与地位    三、传感器的分类    四、传
感器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传感器的特性    一、传感器的静态特性与指标    二、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与
指标　第三节　系统相似与机电模拟    一、系统相似    二、机电模拟    三、机械阻抗    小结    习题与思
考题第三章　温度的测量　第一节　温标及其传递    一、温标    二、温度量值的传递    三、温度传感
器的种类　第二节　常用温度传感器  　一、膨胀式温度传感器  　二、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三、热电
阻温度计  　四、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第三节　  晶体管与集成温度传感器  　一、晶体管温度传感器
 　二、集成温度传感器　第四节　辐射式温度计  　一、辐射温度计  　二、光学高温计  　三、红外
辐射温度计　第五节　其他温度传感器  　一、电容温度传感器  　二、光纤温度传感器　第六节　某
些温度测量的方式  　一、表面温度的测量  　二、流管内介质温度的测量  　三、气体温度的测量  小
结  习题与思考题第四章　压力的测量  第一节　压力的基本概念    一、压力和差压的概念    二、压力
的单位  第二节　传统压力测量方法  　一、液柱式压力计  　二、弹性式压力表  　三、差动变压器  第
三节　压力传感器    一、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二、压电式传感器    三、电容式传感器⋯⋯第五章　流
量的测量　第六章　我们的测量　第七章　机械量的测量　第八章　物质的成分分析与物性检测　第
九章　磁参数的测量　第十章　智能传感器第十一章　检测信号的处理第十二章　信号检测系统的综
合设计　参考文献

Page 4



《检测技术》

章节摘录

　  一、检测的基本知识　  测量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
重要标志。广义地说，它是对被测量进行检测、变换、分析处理、判断、控制的综合认识过程。在测
量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的进步，被测对象和范畴不断扩大，出现了不同性质的测量过程，如
计量、检测、测试，其内涵各不相同。计量通常指用精度等级较高的标准量具或仪器对被测样机、样
品或仪表进行考核性质的测量；检测则是指生产、实验现场利用某种合适的检测仪器或系统对被测对
象进行在线实时的测量；测试一般指试验与测量的整个过程，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一些
指示性的测量也称为测试，如器件工作状态的导通与截止，电平的高与低。未定标的产品检验都需要
进行测试。　  与一般的测量相比，检测技术含义更广泛，它包括：寻找与自然信息具有对应关系的
种种表现形式的信号，确定被测量与显示量两者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并为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改
进实验方法及测量装置性能提供可行依据的整个过程。　  测量的结果包括数值大小和测量单位两部
分。数值的大小可以用数字表示，也可以是曲线或者图形。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在测量结果中必须注
明单位，否则测量结果是没有意义的。测量过程的核心是比较，但被测量能直接与标准量比较的场合
并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被测量和标准量变换成双方易于比较的某个中间变量来进行比较的。
例如用弹簧称重，被测重量通过弹簧按比例伸长，转换为指针位移，而标准重量转换成标尺刻度，被
测量和标准量都转换成位移这一中间变量，才可以进行直接比较。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并且能够对变
化快、持续时间短的动态量进行测量，通常将被测量转换为电压或电流信号，利用电子装置完成比较
、示差、平衡和读数的测量过程。因此，转换是实现测量的必要手段，也是非电量电测的核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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