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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同时，世界多数国家纷纷加快本国信息化建设步
伐，以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本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通常由其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来衡量，而现代检测技术正是实现自动
化、信息化的基础与前提。
　　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感技术、新材料、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先进的检测方法和网络、信息
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给传统检测技术带来新的变化。
本书是针对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环境工程等专业而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汲取了国内外同类教材的长处，并针对按传感器分类编排的不足，采用按被测量参量（即按
计量学分类法）进行分类编排的方法。
重点讲述各种物理量和常见成分量的检测原理、方法与技术，这些方法和技术的特点、适用场合，如
何选用合适的传感器、设计与之配套的信号调理电路和相应检测仪器、检测系统等。
这种分类编排方法更加贴近工程应用实际，便于教学与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学用结合紧密，实用性强
。
本教材内容包含的检测参量广，能较好地满足多类专业的宽口径教学需要。
　　本书共分9章，第1章绪论；第2章检测技术基础知识；第3章电参量测量技术；第4章力学量检测技
术；第5章运动量检测技术；第6章温度检测技术；第7章物位检测技术；第8章流量测量技术；第9章环
境及污染源的自动检测技术。
本教材着重讲述上述工程重要参量的常用检测方法和已成功应用的新颖、先进的检测方法与技术实现
机理、工作原理和这些检测方法的应用特点与适用场合。
在介绍各被测参量检测技术的第4～9章有关章节中设计和提供了该参量常用测量方法及相应测量仪器
的应用特点汇总表，这样不仅便于教学，而且使有关科技人员在工程实际应用时能以极短时间获得该
参量现有各种检测技术与相应测量设备特点全貌，为进一步合理选择或学习研究提供入门捷径。
　　本书是在周杏鹏、仇国富、王寿荣、操家顺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现代检测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的基础上修订的。
修订后的教材在原教材基础上新增了反映现代检测技术中热点新技术和应用实例；对运动量测量一章
进行了重新编写，大幅度增加了目前工业和其他行业通用检测技术，大幅压缩和删除了针对某些特定
行业的运动量检测技术，以扩大此章读者的受益面；考虑到国内高校相关专业设置的“检测技术”课
程通常为48学时，为方便课程主讲老师安排和组织教学，删除了原教材“振动测量技术”一章，部分
相关内容并入运动量检测一章中。
合并原教材“水环境与水污染检测技术”和“环境空气与大气污染检测技术”两大章，改写成适合机
电类师生教与学的“环境及污染源的自动检测技术”一章。
设置这一章是为了配合我国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亦为针对目前我国环保行业中环保自动化方面工程技
术人才奇缺的严峻局面所做的积极探索与尝试。
　　本书定位准确，与相关各类专业培养计划中的其他课程配合、衔接好，不会产生交叉重复。
本书力求体现内容全面、系统、取材新、技术先进、理论紧密联系工程实际，便于开展素质教学、加
，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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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检测技术（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要介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各种物理与化学成分参量检测的原理、方法和技术。
《现代检测技术（第2版）》采用贴近工程应用实际、便于教学与自学，按被测参量（即按计量学分
类法）进行分类的方法编排，着重讲述上述工程重要参量的常用检测方法和已成功应用的新颖、先进
的检测方法与技术实现机理、工作原理和应用特点。
　　为配合我国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和基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强大需
求及我国环保行业目前严重缺乏从事环保自动化方面工程技术人才的被动局面，《现代检测技术（
第2版）》设置了同类教材通常没有的“电参量测量技术”和“环境及污染源的自动检测技术”两章
。
　　《现代检测技术（第2版）》内容包含的检测参量广，能较好地满足多类专业的宽口径教学需要
，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科技和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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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杏鹏，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精品课程“检测技术”课程负责人。
1982年1月南京工学院（现为985高校——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研究生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后留
校工作至今。
1992年－2002年担任东南大学检测技术与系统教研室主任，2002年至今担任东南大学检测技术与自动
化装置学科带头人、博士点负责任人，东南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学位授权通信评审、人事部博士后基金评审、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评审、教育部推荐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专家，江苏省科技咨询专家，江苏省仪器仪
表学会智能化仪器仪表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东南大学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
电仪控制学部委员，兼任《测控技术》期刊编委。
　　近年来，主持完成了国家、省、市级重点科研项目十余项（均被评价为国内领先技术水平），企
业委托新型智能化仪器、嵌入式系统、自动化与信息化系统研发科研课题8项；获国家发明专利6项、
实用新型专利2项；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省级科技进步奖2项。
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检测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出版）被评
为江苏省精品教材；发表国内外核心科技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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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检测技术的地位与作用　　检测是指在生产、科研、试验及服务等各个领域，为及时获得被测
、被控对象的有关信息而实时或非实时地对一些参量进行定性检查和定量测量。
　　对工业生产而言，采用各种先进的检测技术对生产全过程进行检查、监测，对确保安全生产，保
证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是必不可
少的。
　　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这句话来说明检测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
重要性是非常恰当的，今天我们所进行的“事”就是现代化建设大业，而“器”则是先进的检测手段
。
科学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检测技术的发展，而
先进的检测手段也可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促进科学研究和国防
建设的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检测”是测量，“计量”也是测量，两者有什么区别？
一般说来，“计量”是指用精度等级更高的标准量具、器具或标准仪器，对被测样品或样机进行考核
性质的测量。
这种测量通常具有非实时及离线和标定的性质，一般在规定的具有良好环境条件的计量室、实验室采
用比被测样品或样机更高精度的并按有关计量法规和定期校准的标准量具、器具或标准仪器进行。
而“检测”通常是指在生产、实验等现场，利用某种合适的检测仪器或综合测试系统对被测对象进行
在线、连续的测量。
　　检测技术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与前提。
如在石化行业，为了保证化工生产过程正常、高效、经济地运行，需要对生产过程中诸如温度、压力
、流量等重要工艺参数进行在线优化控制，而实现优化控制的前提是必须配置比控制精确度更高的温
度、压力、流量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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