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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technology	of	
automated	instrument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echnical	support	to	ensure	production	accuracy	an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basic	principles,	application	status	and	accuracy	of	automated	instruments	in	the	field	of	metrology	
and	testing,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accuracy	for	different	field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key	metrology	and	detec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sensor	technology	and	signal	conversion,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calibration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etrology	and	detection,	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intelligent	calibration	and	adaptive	adjustment	 technologies,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rror	diagnosis	and	compensation	algorithms.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im	to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automation	instrument	technology	and	provide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in	related	fields	with	a	new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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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的迅猛发展，自动化仪表的计量检测技术已经成为确保生产精度、提高产品质量不可或缺的技
术支撑。论文详细探讨了自动化仪器在计量检测领域的基础原理、应用现状以及其准确性对于不同领域的重要性。细致评
述了关键的计量检测技术，包括传感器技术与信号转换、数据采集处理以及标准化与校准方法，并提出了提升计量检测精
度的有效策略，聚焦先进材料与制造工艺的应用、智能化校准与自适应调整技术以及误差诊断及补偿算法的创新开发。所
提出的策略和措施旨在激发自动化仪器科技潜能，提供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工程师一种全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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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技术语境下，自动化仪表的精确性不再是一项

单纯的技术挑战，而演变成为工业创新力的象征。从精细化

工到航空航天，自动化仪器的影响力弥漫各产业领域。计量

检测技术作为自动化仪器的心脏，决定着整个系统的性能高

低。论文剖析自动化仪表核心计量检测技术的发展脉络，并

对当前应用现状进行透彻分析，进而阐释计量准确性对于行

业的深远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策略报告，预示着

自动化仪器未来的发展之道。

2 自动化仪器的计量检测概述

2.1 计量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
计量检测技术的核心在于能够通过精确测量来获取关

于物体或系统的定量信息，在自动化领域中，检测技术不仅

仅是一种功能实现，它更像是一种确保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

精准的基础工具。其中计量检测的物理基础，它通常涉及对

特定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流速等的连续监测 [1]。此类测量

通常依赖于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器能够将监测到的物理信

号转换为电信号，后者再通过精密的电子设备进行进一步的

处理和分析，如热电偶是一种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它通过连

接两种不同金属材料产生电压差，该电压差随温度变化而变

化，从而实现温度的测量。

在现代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中，计量检测技术的实施并

非孤立发生，它需要与数据采集系统紧密集成，后者负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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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并将其转换成数字形式以供进一步分

析。此过程中，数据处理算法如噪声过滤、信号平滑和趋势

预测等，都是保证测量准确性不可或缺的环节。

2.2 自动化仪表在各领域应用的现状
生物技术领域中，高通量筛选设备利用微流控芯片进

行药物筛选和基因序列分析，这类设备依赖精确的流体动力

学和温度控制技术，以保证实验结果的重复性和可靠性。自

动化细胞培养系统通过在线监测培养基的 pH 值和溶解氧水

平，有效地模拟和调控生物反应器内的环境，这不仅优化了

细胞生长条件，也为生物制药提供了更稳定的生产平台。

现代汽车厂的生产线上，机器视觉系统和激光测距技

术被广泛用于车身对位和部件装配过程，确保每一步操作的

精确无误。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缩短了生产周期，而且在保

持产品质量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例如，通过实时反

馈调整装配线的参数，可以实时识别并修正生产过程中的偏

差，进而减少废品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能源行业，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自动化测量技

术的应用对于实现更高的能效和系统稳定性至关重要。在风

能和太阳能系统中，精确的气象数据采集和实时功率输出监

控，使得能源管理更为高效，同时优化了能源的储存和分配

策略。例如通过对风速和太阳光照强度的连续监测，可以动

态调整风力涡轮机的角度和太阳能板的倾斜角，以最大化能

量捕获效率。

2.3 自动化仪器计量准确性的重要性分析
在现代工业过程中，自动化仪器的计量准确性问题涵

盖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科学问题，包括传感器的选择、校准技

术的发展、数据处理算法的优化等。在这一过程中，准确性

的提高直接提升了过程控制的精细度，降低了生产中的不确

定性，减少了资源浪费，这在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今社会显得

尤为重要。例如，在化工产业中，原材料的微小组成差异可

能导致最终产品性能的大幅偏差。而高精度的自动化仪器能

够实时监测和调整生产参数，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从而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并且自动化仪器的计量准确

性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亦有深远影响。

3 自动化仪器中的关键计量检测技术

3.1 传感器技术与信号转换
在自动化仪表的计量检测技术中，传感器的作用是将

被测物理量转化为易于处理的电信号的关键设备，传感器技

术的进步，尤其体现在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以及反应时

间等方面，这些特性决定了传感器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和精

确度。例如在温度监测中，赋予自动化系统热电偶或者铂电

阻温度传感器，需针对其测量的温度范围和准确性要求精心

调适，再如流量传感器，其品质直接影响制程的连续性及测

量数据的真实性，无论是采用具有较低压降和高测量精度的

电磁流量计，还是无需直接接触流体的超声波流量计，均需

考量介质特性和流动状态。同理其他类型传感器亦需密切配

合实际应用中的具体需求，从而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实

时性。

然而，传感器采集的原始数据通常为模拟信号，而大

多数自动化系统中的数据处理与通信则基于数字信号，因此

信号转换技术成为连接二者的桥梁，正是模数转换（ADC）

以及数模转换（DAC）技术的发展，支撑起了转换的高效

率与低失真度。ADC 技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其

转换的精度由位数和采样率决定，这背后涉及复杂的信号处

理算法，通过采样技术可减少量化噪声，提升信号的动态范

围；差分转换则可以增强系统抗干扰能力。除此之外，信号

的滤波与放大也是信号转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经过这

些层层处理后的数字信号，即可在自动化系统中进行高效、

精确的后续处理，如数据分析、故障诊断和反馈控制等。

3.2 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
数据采集的核心在于从各种传感器获取信号，这些

信号能够反映机器运行的多个方面，如温度、压力、流量

等。这些数据通常是模拟形式的，需要通过精确的模数转换

（ADC）过程转化为数字信号，以便于进一步处理和分析 [2]。

采样率的选择和 ADC 的分辨率直接影响到采集数据的质量

和系统的响应速度，如在高速旋转设备的监控中，高采样率

能够确保捕捉到关键的运行异常信号，从而及时进行干预和

维护。而高分辨率的 ADC 能够提供更细致的数据，使得细

微的变化也不会被忽视，这对于质量控制和安全监测尤为重

要。在这一过程中，滤波技术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效地剔

除噪声，保留有用的信号成分，增强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系统

的稳定性。

对于数据处理则涉及更深层次的技术，如信号解析、

特征提取及数据融合技术，其中信号解析不仅仅停留在数据

的量化，更多的是对数据进行深入理解，通过算法模型分析

数据背后的物理或化学过程。特征提取则是从复杂数据中识

别出关键变量，如在声音信号中提取特定频率成分，可用于

诊断机械故障。数据融合技术则通过整合来自不同传感器和

时间点的数据，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图，使得决策更为准确。

这些技术的融合，使得自动化系统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收集

器，而是变成了能够进行复杂决策支持的智能系统。

3.3 标准化与校准方法
标准化与校准方法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标

准化确保了测量方法、操作流程及数据的统一性，而校准则

是实现标准化的关键手段，通过对照已知标准，微调仪器的

测量系统，以便测量值接近真实值或符合特定的质量要求 [3]。 

在标准化过程中，制定统一的测试程序和参数设置是关键步

骤，这不仅涉及国际或国家标准的对接，更包含了对操作

人员技能的规范化要求。另外，测量过程中的标准化操作，

需针对测试环境和测试样品的特殊性，制订出具体的控制策

略，如温度的控制、电磁干扰的屏蔽，以及对测试物理量的



33

化工与机械进展·第 02卷·第 05 期·2024 年 05 月

标准化定义。这些详细的规定，为后续的质量评价和交叉验

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深度校准流程，通常包含仪器性能的初步评估、

选择合适的标准参照物、进行多点或全范围的校准作业、最

后是校准结果的分析与评定。在这一环节中，动态跟踪校准

技术显示出其独到之处，如利用实时反馈控制系统，对接触

式传感器和激光跟踪器的初始位移进行校准，便可降低由于

环境变化导致的测量误差。而对于流量、压力、质量等物理

量的校准，则根据仪器与传感器的特性以及环境条件的复杂

性，采取差分校准、冗余校准或交叉校准等策略，旨在提升

校准的可靠性，缩小误差范围，实现尽可能接近真值的测量

结果。

4 提高自动化仪器计量检测精度的策略

4.1 先进材料与制造工艺的应用
在众多驱动自动化仪表精度革新的因素中，随着纳米

技术、复合材料以及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的快速发展，自动

化仪器的计量检测技术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纳米级材

料，以其天然的高强度和超低延展性，赋予传感器以前所未

有的灵敏度和稳定性，使得在微小力的作用下也能保证传感

器输出信号的准确性。同样，复合材料的广泛应用，通过优

异的抗疲劳性和环境适应能力，极大地提升了仪器在极端条

件下的可靠性和寿命。而当这些材料透过精准的加工技术和

细节雕琢，融入仪表的设计与制造过程时，便成为精确度的

有力保障。

智能制造技术对于消除人为误差，在实现高精度自动

化仪器制造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透过自适应控制

和实时监控，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骤都可达到最优化水平。例

如，利用激光技术进行精细切割，可以提高组件的尺寸精度，

并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复杂形状的零件，进而在微观水平

上实现设计的精确度。

4.2 智能化校准与自适应调整技术
自动化仪器在精度维护及提升的过程中，智能化校准

与自适应调整技术的核心在于利用先进的算法和传感器技

术，实现对仪器性能的实时监测和动态调整，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外部环境和设备状况。智能化校准工作不再是一个静态

的，按预设周期进行的任务，而是转化为一种动态的、持续

性的过程。该过程依赖于多种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包括但不

限于温度、压力、湿度等物理参数，同时，算法对这些数据

进行深度分析，识别出仪表存在的微小误差，并以此为依据

执行微调，确保输出值持续稳定并符合预期精度要求。

跳出传统线性的思维模式，自适应调整技术充分结合

人工智能中的机器学习算法，使得仪器自身成为一个“学习

者”。在连续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历史数据训练，仪器可

识别环境变量和设备老化带来的影响，并自我优化其性能参

数，从而减少人工干预的频率和强度。例如，一个具有自

适应技术的流量计，在不同黏度和密度的流体之间切换时，

可以主动调整其计量策略，确保流量的准确测量而无需外界

参与。

4.3 误差诊断及补偿算法的开发
在自动化仪表计量精度的提升中，误差诊断与补偿算

法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该阶段突破了依靠先验知识

和经验规则的局限，转而采用数据驱动和智能化的方法。精

确的诊断必须克服随机和系统误差的交织影响，其中，系统

误差因素需借助高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解码；随机误差则要

应用概率统计方法进行特征描绘。例如，一种策略是应用混

合模型，将物理定律与数据模式识别相结合，在不完全的先

验信息情境中，建立仪表行为预测模型。集成多层次的神经

网络，利用其在复杂系统建模方面的高容量特性，使自动化

仪表能够从实际操作数据中学习，把握和预测各种误差的出

现，为补偿提供精确的前提条件。

至于补偿算法，其应能实时适应环境变化及仪器的操

作状态，从而维持仪器输出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实现这一目

标，一个可行的方案是融合自适应滤波和优化算法，比如应

用粒子群优化或遗传算法，在多参数、多目标的景况下寻找

最佳补偿方案。

5 结语

纵观全文，自动化仪表的计量检测技术正驶向一个数

据驱动、智能互联的新纪元。强化基础原理研究同时，穿透

现实应用的层层迷雾，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尤为关键。不忘

初心，继续探索新材料、新工艺，借鉴智能算法，拥抱校准

新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动化仪表的未来将会是计量准

确性与智能化并存，技术前沿与产业实用紧密结合的景象。

随着科技不断演进，这一领域仍旧充满无限可能与挑战，值

得我们每一位投身者执着追求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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