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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敏感材料与器件是传感器发展的基础和支柱，本书从材料的基本结构出发，较详细地介绍作为敏
感材料的特殊的电学、磁学、力学、热学、光学、声学及其他化学和生物功能特性，并根据相关的特
性分别介绍热敏、光敏、光导纤维、磁敏、气敏、湿敏、力敏、离子选择和生物传感器的材料选择、
换能（传感）特性以及主要的应用。

　　本书系统性强，技术内容先进，可作为精密仪器、传感器技术、测控技术及仪器、检测技术、敏
感材料等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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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各类湿敏传感器中使用最多的是以金属氧化物陶瓷为湿度敏感材料的传感器。
金属氧化物陶瓷湿敏传感器的优点有：测湿范围宽，基本可以实现全湿范围内的湿度测量；工作温度
高，可达800℃；响应时间短，精度高，工艺简单，成本低。
 金属氧化物陶瓷湿敏传感器的湿度敏感材料为各种金属氧化物及其复合物。
1953年，Ansbacher和Jason首先报道了阳极氧化的铝具有湿度敏感性。
之后，Al2O3、TiO2类晶石类氧化物（通常具有AB2O4结构）、ZnO、SnO2钙钛矿型聚合物（通常具
有AXO3型结构）等湿度敏感材料被广泛应用。
金属氧化物陶瓷湿敏器件可以通过电子束蒸发、喷射高温分解、磁电管溅射、化学蒸气沉降、溶胶—
凝胶以及阳极氧化等方法制备，其中，溶胶—凝胶法和电化学阳极氧化法因制作工艺简便、价格低廉
，是较为常用的方法。
金属氧化物陶瓷湿敏器件表面因具有大量的微孔结构，对湿度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可用于低温以及高
温、高湿环境的监测，显示出优良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
但其在高湿环境下使用时间过长，会产生明显的湿度敏感性退化，以及电容、电阻值漂移现象，这被
归因于水分子的扩散导致了材料表面微孔结构的扩大及结构的改变。
 在金属氧化物陶瓷湿敏传感器中，有以三氧化二铁中加入碳酸钾为主和以氧化锌、氧化钛等为主要成
分的多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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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传感器敏感材料及器件》系统性强，技术内容先进，可作为精密仪
器、传感器技术、测控技术及仪器、检测技术、敏感材料等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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