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智能仪器设计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302237907

10位ISBN编号：7302237905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泓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

前言

智能仪器是一种典型的微处理器应用系统，它是计算机技术、现代测量技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相结合
的产物，无论是在测量速度、精确度、灵敏度、自动化程度，还是在性价比等方面，都是传统仪器不
可比拟的。近几年来，单片机的性能不断提高，价格不断下降，有力地推动了智能仪器的发展。各个
高校的电子和电气专业都在进行单片机应用技术的教学，作为单片机技术综合应用的智能仪器设计技
术也是学习和掌握单片机应用的必修课程。目前，智能仪器设计技术教材大多以8051单片机为基础，
以汇编语言为主进行智能仪器设计的介绍。而目前单片机的种类繁多，各有特色，作为已经具备基本
单片机基础知识的广大学生有必要接触和了解更多的单片机。同时，软件的设计更加强调开发效率
，C语言的使用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所以在本书中虽然仍以介绍8051系列单片机为主，但并不局限
于8051系列单片机，同时，程序的设计，除必须使用汇编语言以外，其他均以C语言为例来做介绍。
本书分为10章。第1章简单介绍智能仪器的特点和研制方法。第2章主要介绍常用微处理器的种类和相
应的开发工具。第3章简单介绍智能仪器的并行扩展和串行扩展方法，重点介绍SPI总线、IC总线和单
总线的使用。第4章介绍智能仪器输入／输出通道的组成，详细介绍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和数字量
输入／输出通道的结构。第5章介绍智能仪器的人机接口，重点介绍键盘、LED、字符液晶显示模块和
图形液晶显示模块的使用，也简单介绍了打印机的接口。第6章介绍智能仪器中常用的一些通信接口
和协议，主要介绍GP-IB总线、RS一232、RS一485、USB通用串行总线、蓝牙技术、电力线载波通信技
术和工业以太网，简单介绍MODBUS通信协议。第7章介绍智能仪器软件设计的过程和软件设计的思
想，重点介绍程序的不同结构设计和键盘处理程序的设计。第8章介绍智能仪器中常用的误差修正方
法和自检、自整定等功能。第9章介绍智能仪器硬件抗干扰和软件抗干扰的方法，介绍常用的抗干扰
元件的使用和抗干扰程序的设计方法。第10章介绍6个设计实例（都是在实际开发项目中提取出来的）
，对于在设计中涉及的关键问题作一定介绍，从而帮助读者掌握智能仪器设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及其解决方法。本书通过大量的实际应用介绍智能仪器设计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作为高职高
专和本科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子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有一定单片机基础、希望掌握智能仪器
设计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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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详细讲解了智能仪器的设计方法，对智能仪器的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和各种常
用外围功能部件的使用，以及各种常用的算法都作了介绍。《智能仪器设计基础》以C语言为主讲解
程序，更加符合实际应用的需要。同时，书中提供了几个设计实例，都是编者在实际工作中的总结，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主要面向广大电子设计工作者和大中专院校师生，适合本科及高职高专院校作
为教材使用，也适合具有一定单片机基础的广大电子爱好者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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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友好的人机对话接口智能仪器一般均采用键盘控制，同时具备CRT（Cathode Ray Tube，阴极
射线管）、数码管或液晶（LCD）显示功能。使用人员只需通过键盘输入命令，就能使仪器实现某种
测量和处理功能；与此同时，智能仪器还能通过显示屏将仪器运行情况、工作状态以及对测量数据的
处理结果及时告诉使用人员，使人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2.面板布置和功能部件独立智能仪器通过
使用键盘代替传统仪器中的旋转式或琴键式切换开关来实施对仪器的控制，从而使仪器面板的布置和
仪器内部有关部件的安装不再相互限制和牵连。例如，传统仪器中，与衰减器相连的旋转式开关必须
安装在衰减器正前方的面板上，这样可能会使面板的布置受仪器内部结构的限制，从而不能充分考虑
用户使用的方便，也可能会因衰减器的安装位置必须服从面板布局的需要而给内部电气连接带来许多
的不便。智能仪器广泛使用键盘，使面板的布置与仪器功能部件的安装可以完全独立地进行，明显改
善了仪器前面板及有关功能部件结构的设计，这样既有利于提高仪器技术指标，又方便了仪器的操作
。3.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微处理器的运用极大地改善了仪器的运算处理能力，从而可以为仪器植入较
为复杂的算法。例如，智能仪器利用微处理器的运算能力可以实现环境温度、压力等对被测量影响的
自动补偿，实现非线性校正。又例如，传统的数字多用表（DMM）只能测量电阻和交直流电压、电
流等，而智能型的数字多用表不仅能进行上述测量，而且还能对测量结果进行零点平移，平均值、极
值统计分析以及更加复杂的数据处理，将用户从繁重的数据处理中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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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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