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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检测技术及应用》首先介绍了自动检测技术的共性基础知识，然后按被测参数划分章节，
依次阐述各种典型参数的常用检测技术和应用案例。
全书共分12章。
第1章扼要阐述自动检测技术的共性基础知识；第2至11章分别阐述位移、厚度、力和重量、转速、电
流和电压、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物性与成分含量等典型参数的常用检测技术；第12章重点从系
统集成的角度讲述自动检测系统的设计问题．　　本书以&ldquo;应用&rdquo;为目标．兼顾宽度与深
度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注重基础性与先进性相结合、学科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检测技术与检
测装置(产品)相结合。
在阐述典型参数的检测技术时，首先对该参数的常用检测方法进行一般性讲解和纵横比较，以满足宽
度方面的要求；然后选择其中一种或两种方法进行较深入的阐述，．包括传感原凰调理电路、性能特
点、选用要点、安装、校验、故障处理等，以满足深度方面的要求。
所选被深入阐述的检测方法，覆盖电阻式、电感式、电容式、热电式、压电式、霍尔式、电磁式、超
声式等常用的传感原理。
在深入剖析这些典型传感原理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传感检测的共性关键技术。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气工程、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也可供在测量、控制
等技术领域从事工程设计、产品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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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直接校验法 直接校验法又可分为实流校验法和替代介质法两种。
 实流校验法要求用实际被测流体作为校验介质。
因此，这种方法能获得较高的精度，但工程实践中被测流体的种类多种多样，这些流体的化学特性、
物理特性、组分等各不相同，这就给实流校验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不可能针对多种不同组分、物理特性、化学特性的流体，建立成千上万个标准装置，严格地按照实流
校验法校验流量计。
 一般选用常温常压下的水、空气、煤油、机油、天然气等作为校验介质。
用这些校验介质代替实际的被测流体对流量计实行校验，称为替代介质法。
替代介质法的关键在于找出实际被测流体与校验流体之间因化学特性、物理特性的不同，对流量计示
值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对这种影响提出修正。
 2流量标准装置 采用直接校验法时，需要建立一个校验装置。
这个装置至少应具备压力源、试验管道、流量调节阀、流量计量器具和自控设备五大部分，这个校验
装置称为流量标准装置。
 压力源用于产生试验管道内的流动。
压力源可以是稳定的，也可以是变化的。
压力源稳定的流量标准装置内产生定常流动。
产生稳定压力源的方法可以是高位水箱，也可以是稳压容器。
采用高位水箱作为压力源的流量标准装置，称为重力式流量标准装置。
 流量调节阀用于调节装置内的流量，满足流量计不同流量值校验的需要。
 流量计量器具可以是标准容器和计时器，也可以是标准秤和计时器，还可以用标准表作为流量计量器
具。
用标准容器和计时器测得的结果是体积流量，这样的流量标准装置称为容积法流量标准装置：用标准
秤和计时器测得的结果是质量流量，这样的流量标准装置称为质量法流量标准装置。
 在使用容积法或质量法流量标准装置校验流量计时，将在一定时间内流入标准容器或标准秤的流体从
流动中分割出来，待其静止以后再读出流入容器或秤的流体的容积或质量，这种校验法就是所谓的静
态校验法。
反之，不将流体从流动中分割出来，就读出流入容器、秤的流体的容积、质量的校验方法称为动态校
验法。
 9.4.2流量测量仪表的现场校验 流量计在出厂之前需按检定规程进行检定。
某些流量计，如涡街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科氏力质量流量计等，还需在流量标准装置
上通入校准流体，对被检仪表进行逐台校准，对刻度进行标定。
但是，出厂检验合格的流量计安装到使用现场后，一般还得经过使用环节的实践考验，才算真正“合
格”，这一环节就是流量测量仪表示值准确性的现场验证。
 在使用现场对流量计测量系统进行校验，一般包括零点校验和零点以外的示值校验。
通常，先进行零点校验。
在零点正常后，才进行零点之外其他点的示值校验。
如果零点不正常，一般应先查找原因，经处理使之正常后，再进行其他点的示值校验。
 1零点校验 在使用现场对流量测量系统的零点进行校验，与在实验室中进行校验的方法相同，都是使
流过流量的流量为零，然后读取流量表的示值。
只是使用现场条件没有实验室理想，有较多不利因素。
校零时需注意以下问题： ①保证流过流量计的流体流量确实为零。
这是流量计校零的基础。
现场使用一段时间的切断阀关闭后能达到无内泄漏者不是很多，所以校对零点时，需确认这一点。
 ②在流量计的测量通道中必须充满被测介质。
这一点对于电磁流量计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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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电磁流量计在空管时都会指向满度值，这是由于测量管空管时，电极之间开路，使示值超过满
度。
 ③小信号切除问题。
对于以模拟信号输出的流量计，由于模拟电路难免有漂移，导致零点出现微小的偏移。
通常，用小信号切除的方法予以解决。
 ④振动对涡街流量计零点的影响。
涡街流量计测量液体流量时，管中充满着的液体，包围在传感器周围，具有良好的阻尼。
若测量管中充的是气体，由于气体的密度和黏度均比液体小得多，阻尼特性较差，管道或厂房的振动
、甚至周围空气较强烈的振动，都会导致仪表示值的“无中生有”。
 ⑤涡街流量计在零流量时易引入干扰。
涡街流量计校零时，容易接收外界干扰的主要原因是因其传感器前置放大器的变增益特性。
涡街流量计在测量管充满被测介质时，如果零点示值偏高，也会存在“无中生有”的现象，一般可以
通过噪声平衡调整和触发电平调整使输出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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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现代检测技术及应用》首先介绍了自动检测技术的共性基础知识，
然后按被测参数划分章节，依次阐述各种典型参数的常用检测技术和应用案例。
《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现代检测技术及应用》适用于高等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气工程
、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也可供在测量、控制等技术领域从事工程设计、产品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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