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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属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领域，是研究信息的获取和预处理，以及对相关要素
进行控制的理论与技术；是电子、光学、精密机械、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多学科互相渗透而形成的
一门高新技术密集型综合学科。
它作为信息的源头技术和核心高新技术之一，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信息技术
中的关键技术，广泛用于制造业、能源、环保、航空、航天、国防工业以及科学研究等部门，是对物
质世界的信息进行测量与控制的技术基础，是观察、测量、计算、记录和控制自然现象与生产过程的
工具。
现代仪器仪表的发展水平，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仪器仪表制造水平反映出国家的
文明程度。
　　对于广大意欲进入大学深造的高中毕业生和刚跨入大学校门的新生而言，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专业
，了解专业的内涵，对确定今后人生努力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而非常多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对本专业在思想和心理上一般均准备不足，虽有学好本专业的愿望，却又
有对专业的困惑。
大学生进校后，迫切要求了解本专业在毕业后干些什么，本专业的学生在大学里学习什么，怎样学。
为了使刚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尽快了解专业，我校在大学一年级开设了专业概论课程，本书是配合大
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概论肯程而编写的一本介绍专业概况的教材。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使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一年级大学生了解本专业，给学生一把专业入门的钥匙
，主动打开大学学习之门，发挥学生在大学时代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成为大学时代学习
的主人。
　　本书共分4章。
第l章绪论，主要介绍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历史和现状，其在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所依托的工程技术学科的研究内容与发展趋势，并介绍了专业常用的术语；第2章主要介绍测控专业
在大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与素质要求、课程体系与相关课
程的教学内容；第3章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主要介绍测控专业在钢铁冶金、电力、机械制造、化工、
航空航天、大众生活、医疗、环境监测、军事等领域的应用，强调测控专业的应用背景以提高学生学
习的兴趣、扩展学生的视野；第4章就大学一年级新生进入大学后，在大学学习阶段要注意的问题、
自学为主的学习方法、主要课程的学习重点、理论联系应用实际等提出建议，并就学生关心的就业问
题作了简要介绍。
从长远来看，大学本科大众化教育的学习应该是打基础的阶段，专业方向应尽可能宽泛，应该多学习
通识知识。
一方面，大学进行宽口径招生，入学后应先打基础，培养通才；另一方面在高年级实行窄专业划分，
培养目的明确，专才更有优势。
　　本书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新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子
信息工程和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等专业的师生与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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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控专业概论》编写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大学一年级新生迫切需要了解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提
高对专业的兴趣，了解专业知识结构，掌握合适的学习方法，尽早进入专业领域，为学生提供一个集
中学习和了解专业、扩展视野的平台。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属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领域，是研究信息的获取和预处理，以及对相关要素进行
控制的理论与技术；是电子、光学、精密机械、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多学科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门
高新技术密集型综合学科。
《测控专业概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测控专业在大学
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与素质要求，课程体系与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
；测控专业在钢铁、冶金、制造业、能源、化工、环保、航空、航天、国防、大众生活等领域的应用
；测控专业学习和就业的建议。
　　《测控专业概论》也可供从事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工程和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等行业员
工，以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参考，还可以作为关心测控技术与仪表行业读者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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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内生产尚有困难。
采用虚拟仪器技术便可以自己设计高档仪器系统。
　　另一方面，用户可以将一些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应用于虚拟仪器的设计，提供传统硬件化仪
器不具备的功能，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实现多功能集成的仪器设计。
因此，可以说虚拟仪器代表了未来测量仪器设计的方向，我们必须多加关注。
　　1.3.3 软测量技术　　软测量通常是在成熟的传感器硬件基础上，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通过软测
量模型运算处理来完成的。
这类方法具有功能强、通用性好、响应迅速、测量准确、工程适用范围宽、维护方便、性能价格比低
等独特优点。
　　1.什么是软测量技术　　软测量技术也称为软仪表技术（softSensorTechnique）。
概括地讲，所谓软测量技术就是利用易测过程变量[常称辅助变量或二次变量（SecondarvVariable），
如工业中容易获取的压力、温度等过程参数]，依据这些易测过程变量与难以直接测量的待测过程变
量[常称为主导变量（PrimaryVariable），如浓度、反应速率⋯]之间的数学关系（软测量模型），通过
各种数学计算和估计方法，从而实现对待测过程变量的测量参考。
　　软测量技术是一种间接测量技术。
软测量技术的基本思想就是将自动控制理论与被控制对象的工艺、设备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计算机
技术，对于一些难于测量或暂时不能测量的重要变量（即主导变量），选择另外一些容易测量的变量
（即辅助变量），通过某种数学关系的计算来推断和估计出重要变量，以软件计算的形式来代替硬件
（传感器）功能。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性能参数越来越高，价格成本越来越便宜，在工业
过程自动控制上的应用也越来越普及。
利用现有的计算机和已用的传统检测仪表，就能实现以往不能实现的检测、诊断、推断等功能，这就
是软测量技术应用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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