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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检测技术及仪表（第2版）》为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现代检测技术
及仪表》的第2版。
本教材将传感器原理、非电量电测法和常用仪表电路的主要内容有机地整合为一门课程。
第1、2章介绍传感器、检测仪表的基础知识；第3～7章从应用角度介绍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接口电路
；第8～11章归纳和总结常见非电量电测方法及相应的敏感器；第12～14章分别介绍模拟式、数字式、
微机化三类常规检测仪表的共性技术和总体设计；第15章简要介绍现代检测新技术。
每一章都有例题和习题，全部习题的详细解答均可以从“百度文库”、“新浪”、“豆丁”等网站下
载。
　　本书内容具有“全而新”的特点，突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注重归纳共性和总结规律。
启发和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既通俗易懂，又简明实用。
作者还专门建立了本课程的教学网站，与本教材完整配套的大量教学辅助资料均可从该网站免费下载
。
　　《现代检测技术及仪表（第2版）》可作为应用型（或技术型）电气信息类专业本科生的教材，
也可供从事检测仪表设计、使用、维护和管理的工作人员参考或作为自学读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检测技术及仪表>>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检测技术及仪表的地位与作用 1.1.1 检测仪表的地位与作用 1.1.2 检测技术是仪器仪表的
技术基础 1.2 传感器概述 1.2.1 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1.2.2 传感器的分类和命名法 1.3 检测仪表与系统概述
1.3.1 检测仪表与系统的基本组成 1.3.2 常规检测仪表与系统的基本类型 1.3.3 新型仪器仪表的发展趋势 
思考题与习题 第2章 检测系统的基本特性 2.1 静态特性及性能指标 2.1.1 静态特性 2.1.2 静态性能指标 2.2
动态特性及性能指标 2.2.1 传递函数 2.2.2 阶跃响应和时域动态性能指标  2.2.3 正弦响应和频域动态性能
指标  2.2.4 无失真检测条件 2.3 测量误差 2.3.1 测量误差的概念及表达方式 2.3.2 测量误差的分类 思考题
与习题  第3章 阻抗型传感器 3.1 电阻式传感器 3.1.1 电位器式传感器 3.1.2 应变式传感器和压阻式传感器
 3.1.3 热电阻和热敏电阻 3.1.4 气敏电阻 3.1.5 湿敏电阻 3 1.6 接口电路 3.2 电容式传感器～ 3.2.1 基本原理
与结构类型 3.2.2 输入—输出特性 3.2.3 等效电路分析 3.2 4 接口电路 3.3 电感式传感器 3 3.1 自感式传感
器 3.3.2 互感式传感器（差动变压器） 3.3.3 电涡流式传感器 思考题与习题  第4章 电压型传感器 4.1 磁
电式传感器 4.1.1 基本原理和组成 4.1.2 结构类型 4.1.3 接口电路 4.2 压电式传感器 4.2.1 压电效应及其表
达式 4.2.2 压电材料 4.2 3 压电元件 4.2.4 接口电路 4.3 热电偶传感器 4.3.1 热电效应 4.3 2 热电偶的材料、
型号及结构 4.3.3 冷端恒温式热电偶测温电路 4.3.4 冷端补偿式热电偶测温电路 4.4 光电式传感器 4.4.1 光
电效应 4.4.2 光电管和光电倍增管 4.4.3 光敏电阻 4.4.4 光电池  4.4.5 光电式传感器的基本组成和类型 4.5 
霍尔传感器 4.5.1 霍尔效应 4.5.2 霍尔传感器的组成与基本特性 4 5.3 霍尔传感器的应用 4.5.4 测量误差及
其补偿办法  思考题与习题 第5章 半导体传感器 5.1 半导体管传感器 5.1.1 磁敏二极管和磁敏晶体管 5.1.2
光敏二极管和光敏晶体管 5.1.3 温敏二极管和温敏晶体管 5.2 半导体集成传感器 5.2.1 集成温度传感器
5.2.2 集成霍尔传感器 5.2.3 集成湿度、压力、加速度传感器 思考题与习题 第6章 数字式传感器 6.1 编码
器 6.1.1 直接编码器 6.1.2 增量编码器 6.2 光栅 6.2.1 光栅的结构和基本原理  6.2.2 光栅辨向原理与细分技
术 6.3 感应同步器 6.3.1 感应同步器的类型和结构 6.3.2 感应同步器的工作原理  6.4 频率式传感器 6.4.1 振
弦式传感器 6.4.2 振筒式传感器 思考题与习题 第7章 新型传感器 7.1 光纤传感器 7.1.1 光导纤维的结构和
传光原理 7.1.2 光纤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类型 7.2 CCD图像传感嚣 7.2.1 CCD的上作原理 7.2.2 CCD图像
传感器的结构  7.2 3 CCD数码照相机 7.3 红外传感器 7.3.1 红外线及其特性 7.3.2 红外探测器的类型 7.3.3 
热释电红外探测器 7.4 超声波与核辐射传感器 7.4.1 超声波传感器 7.4.2 核辐射传感器 7.5 传感器的发展
趋势 思考题与习题 第8章 几何量的电测法 8.1 位移的电测法 8.1.1 位移电测法的分类 8.1.2 位移的间接电
测法 8.2 倾角的电测法 8.2.1 摆锤式  8.2.2 液体摆式 8.2.3 气体摆式 8.3 厚度的电测法 8.3.1 电感式和电涡
流式 8.3 2 电容式  8.3.3 核辐射式和超声波式 8.4 物（液）位的电测法 8.4.1 超声波法 8 4.2 浮力法  8.4.3 差
压法  8.4.4 电容法  思考题与习题 第9章 机械量的电测法 9.1 转速的电测法 9.1.1 模拟式电测法 9.1.2 计数
式电测法 9.2 振动的电测法 9.2.1 相对振动传感器与绝对振动敏感器 9.2.2 绝对振动电测法 9.3 力与荷重
的电测法 9.3.1 力敏感器 9 3.2 力的间接电测法 9.3.3 荷重传感器与电子秤 9.4 力矩的电测法 9.4.1 扭轴（
扭矩敏感器） 9.4.2 力矩的扭轴式电测法 思考题与习题 第10章 热工量的电测法 10.1 压力与差压的电测
法 10.1.1 压力的概念、单位和测量方法 10.1.2 压力敏感器  10.1.3 压力的电测法  10.1.4 差压的电测法 10.2 
温度的电测法 10.2.1 温度的概念、单位和测量方法 10.2.2 接触式测温法  10.2.3 温度和温度差的电测法
10.2.4 非接触式测温法 10.3 流量的电测法 10.3.1 流量的概念  10.3.2 流量—转速转换法 10.3.3 流量—差压
、力、位移转换法 10.3.4 流量—频率转换法 10.3.5 流量—温度转换法 10.3.6 非接触式流量测量法 思考
题与习题 第11章 成分与含量的电测法 11.1 水分和湿度的电测法 11.1.1 水分和湿度的定义及表示方法
11.1.2 固体水分的电测法 11.1.3 气体湿度的电测法 11.2 密度和浓度的电测法 11.2.1 密度的电测法 11.2 2 
浓度的电测法  11.3 气体分析与检测  11.3.1 气体分析 11.3.2 实用气体检测器 思考题与习题 第12章 模拟
式检测仪表的设计及实例 12.1 “表头”的原理与刻度 12.1.1 “表头”的原理  12.1.2 “表头”的刻度
12.2 调零、调满度与量程切换  12.2.1 常见的调零电路 12.2.2 常见的调满度电路 12.2.3 常见的量程切换电
路 12.3 模拟非线性校正  12.3.1 非线性校正的数学原理 12.3.2 非线性校正的实现方法 12.3.3 模拟非线性
校正的实例 12.4 环境及温度误差校正 12.4.1 环境及温度因素对测量的影响 12.4.2 环境及温度误差的硬
件校正法 12.5 模拟式仪表实例  12.5.1 DDZ—Ⅲ型仪表简介  12.5.2 MF107型万用表剖析 思考题与习题 
第13章 数字式检测仪表的设计及实例 13.1 数字“表头”电路 13.1.1 数字显示器  13.1.2 A/D转换式仪表
的“表头”电路 13.1.3 脉冲计数式仪表的“表头”电路 13.1.4 条图显示式仪表的“表头”电路 13.2 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检测技术及仪表>>

字式仪表的标度变换 13.2.1 A/D转换式仪表的标度变换 13.2.2 脉冲计数式仪表的标度变换  13.3 数字式
仪表零位调整与量程切换  13.3.1 数字式仪表的零位调整 13.3.2 数字式仪表的量程切换 13.4 数字式仪表
的非线性校正 13.4.1 数字非线性校正的原理 13.4.2 数字非线性校正的实例 13.5 数字式检测仪表设计实
例 13.5.1 数字式检测仪表的组成方案  13.5.2 数字式转速测量仪的设计 13.5.3 数字式扭矩测量仪的设计
13.6 DT890D型数字万用表剖析 13.6.1 普通数字万用表的基本原理  13.6.2 DT890D数字万用表电路剖析 
思考题与习题 第14章 微机化检测仪表的设计及实例 14.1 主机和人一接口 14.1.1 基于单片机的主机电路
14.1.2 显示器接口  14.1.3 键盘原理与接口 14.2 测量通道的总体设计 14.2.1 测量通道的基本组成与类型 
14.2.2 传感器的选用 14.2.3 信号调理电路的参数设计和选择 14.2.4 采集电路组成模块和方案的选择
14.2.5 测量通道与微机的接口 14.3 量程自动切换与超限自动报警 14.3.1 量程自动切换 14.3.2 超限自动报
警 14.4 标度变换 14.4.1 线性测量通道的标度变换 14.4.2 非线性测量通道的标度变换 14.5 非线性校正软
件算法 14.5.1 查表法 14.5.2 插值法 14.5.3 拟合法 14.6 温度误差的软件校正法 14 7 微机化仪表实例——智
能万用表 14. 7.1 数字万用表集成芯片MAX134 14.7.2 MAX134配单片机构成智能万用表 思考题与习题 
第15章 现代检测新技术 15.1 虚拟仪器 15.1.1 虚拟仪器的概念 15.1.2 虚拟仪器的组成特点 15.2 网络化仪
器和网络化传感器 15.2.1 网络化仪器  15.2.2 网络化传感器  15.3 微电子机械系统和微型传感器  15.3.1 微
电子机械系统 15.3.2 微型传感器（MEMS传感器）  15.4 软测量技术 15.4.1 软测量技术的概念 15.4.2 软测
量技术的实现方法 15.4.3 软测量技术应用举例 15.5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15.5.1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概念
及优点 15.5.2 基本原理及融合过程 思考题与习题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检测技术及仪表>>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们在前面学习了很多种传感器，这些传感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输出量都
是模拟量，我们把输出量为模拟量的传感器统称为模拟式传感器。
在数字化测量和控制系统中，模拟式传感器的输出必须经过模数转换，才能转换成数字量。
 能把被测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输出的传感器就是数字式传感器。
同模拟式传感器相比，数字式传感器不仅测量精度和分辨率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稳定性更好，测
量范围更大，而且易于与微机接口实现智能化，数字信号便于传输、存储和处理，电路也便于集成化
。
因此，数字式传感器是传感器的发展方向之一。
 目前常用的数字式传感器有三大类：一是直接以数字量形式输出的传感器，如直接编码传感器；二是
以脉冲形式输出的传感器，如光栅、磁栅、感应同步器等，都是通过对输出脉冲计数转换为数码输出
；三是以频率形式输出的传感器，频率信号也可以很方便地转换为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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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检测技术及仪表(第2版)》由孙传友、张一主编，将传感器原理、非电量电测法和常用仪表电路
的主要内容有机地整合为一门课程的作法，正是编者为培养学生更好地适应今后实际工作的需要，而
对目前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改革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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