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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与第1版旨在实现“测控技术与仪器”宽口径大专业“检测技术”适用教材的从无到有和第2版旨在填
补内容的空缺等编写目的不同，本版次则着重于在内容上体现时代性、实用性以及在叙述上强调可教
性、可读性。
因此在内容和章节安排上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将原先“电量测量”一章改写与扩编为“电磁量测量
”，将原先“噪声及其测量”一章改写与扩编为“环境量测量”，以适应对该类测量的日益扩大的需
求；精简了“测试系统”一章中有关系统特性、测量不确定度等方面的叙述和“机械振动的测量”一
章中有关振动类型和模型描述方面的内容，以减少与本课程衔接课程间的重复现象；各章节都不同程
度地增删了一些内容，并在文笔上力求通俗易懂。
本版教材继前两版作为普通高等学校“九五”、“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后，又列为“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
由上海交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天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联合编写。
　　本课程的实践性、综合性很强。
书中力求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教学中宜配以相应的实验、综合课程设计等环节。
上海交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院校网页均有相关教学课件可供读者参考。
　　本书主要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本科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仪器科学与
技术”学科内各二级学科非本专业本科毕业的研究生教材和部分自动化专业本科教材以及机械、电气
类其他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并可供广大检测科技工作者自学和参考。
　　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施文康、合肥工业大学’余晓芬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施文康编写第一、十、十一、十三章，合肥工业大学余晓芬编写第五、六章，天津大学
樊玉铭编写第七、八、九章，上海理工大学许陇云编写第二、十二章，上海交通大学吉小军编写第三
、四章。
　　本书由天津大学靳世久教授、长春理工大学安志勇教授、南京邮电大学梅杓春教授主审，感谢他
们的严格把关和宝贵建议。
借此机会还要一并感谢的还有为第1、第2版作过大量编、审工作的居滋培教授、徐锡林教授、童玲教
授、钟先信教授以及丁天怀、王祈、孔力、赵建、费业泰、周百令、陈明仪、范铠诸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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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测技术（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检测技
术中关于电磁量、长度量、机械量、热工量、环境量等基本参量的典型检测原理和方法以及相关的共
同基础。
　　书中以注重学科基础为宗旨，减少了对仪器具体结构的介绍，而着重叙述基本的检测原理、检测
方法、系统框图、应用实例和检测新技术。
目的是使读者建立设计检测过程的整体概念，掌握本专业检测技术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
为帮助读者理解掌握各章内容，书中设有一定量的思考题和习题。
　　《检测技术（第3版）》参考了大量的相关书籍、论文和资料编写而成，力求论述全面系统、内
容丰富新颖。
《检测技术（第3版）》主要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
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内各二级学科非本专业本科毕业的研究生教材和部分自动化专业本科教材以及
机械、电气类其他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并可供广大检测科技工作者自学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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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文康，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5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并留校任教。
1979年至1981年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访问进修。
1985年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任客座研究员。
1984年至1993年任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存储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5年至1997年任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检测研究所所长。
1997 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任客座教授。
1993年至2001年信息检测技术与仪器系副主任、主任。
曾任国家电子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仪器仪表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精密机械分会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过程检测与控制分会常务
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光
学精密工程”杂志编委等。
长期从事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讲“检测技术”、“现代制造技术”、“新型传感
器”、“声表面波技术”、“专业英语”等课程。
主持和参加几十项国防科研、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攻关、科技开发等项目，近年来从事声表面波新型
传感器和自动检测系统的研究。
至今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200多篇论文。
主编出版《磁记录实用摩檫学》、《测试技术》、《检测技术》三部专著、教材。
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项，市优秀发明奖，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三等奖二次、获上海市优秀教
材二等奖一次、一等奖一次，获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一次、一等奖二次，获上海市育才奖、宝钢奖及校
优秀教师奖十次，2001年被评为院十佳师德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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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网络技术大大缩小了时间和空间领域，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好像成了一个小村落，世界上所发生的
事情好像就在街坊邻里间。
网络化仪器则把远在千里的测控任务犹如放在本实验室进行。
现场网络化、智能化仪器（或传感器）通过嵌入式TCP／IP协议软件，使它们与计算机一样，成为网
络中独立的节点，用户可通过浏览器或符合规范的应用程序即可实时浏览这些测试信息。
无线传感器网络具有自组网的能力，使散布的各别检测节点能灵活地根据现场情况组合起来，发挥群
体的优势。
　　机器视觉检测技术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是因为视觉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巨大的信息资源宝
库。
因为人们从外界所获取的信息有一半以上是由视觉获得的，即视觉占60％，听觉占20％，触觉15％，
味觉3％，嗅觉2％。
机器视觉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它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已经历了大约
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色差传感器阶段；第二阶段是各种视频卡纷起阶段；第三阶段是嵌入式视
觉系统和视频卡并存的阶段。
根据这几年的发展来看，今后的几年是视觉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嵌入式系统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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