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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信息技术是建立在信息获取、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三大基础之上的技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
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它们分别构成了信息技术系统的感官、神经和大脑。
传感技术特别是新型微纳传感技术的水平直接影响检测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的技术水平。
　　由于传感器的空前发展，人们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虽然目前已有不少关于传感器方面的书籍，但仍然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的实际需求。
为此，我们应高等院校师生和广大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要求，组织有教学、科研经验的专家、
教授，编写了能满足当前传感器教学的《微纳传感器及其应用》一书。
　　北京大学的张海霞教授负责本书的统稿和审阅，并完成了一、三、五、七章的编写，黑龙江大学
朱勇副教授编写二、四、六、八章的内容。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王萍、姜威、柴智进行了大量的绘图及文字录入工作，在这里表示感谢；同时还
要感谢参加美新杯大赛的许多同学，第八章借鉴了许多他们的创意和参赛项目书，能为今后参加相关
大赛的选手提供帮助。
　　由于微纳传感器的发展日新月异，编写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
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出版的，作者对他们的关心和辛勤劳动衷心地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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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约32万字，共分八章。
第一章对MEMS进行了概述，简要介绍了MEMS技术的定义、基础理论、制造技术及应用；其后的第
二～七章分别以机械微传感器、热微传感器、磁微传感器、光学微传感器与辐射微传感器、化学微传
感器与生物微传感器和声波微传感器为主题，介绍了不同种类微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最后第八章介
绍了一些传感器的应用实例。
各章节后均有习题和参考文献。
    本书可作为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传感器工作的教学、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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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子操纵技术是通过对分子的操纵实现在纳米尺度上对材料进行加工。
实现分子操纵的设备主要有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和光镊子。
　　MEMS封装技术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MEMS的核心元件都是敏感元件，工作时需要同外界环境接
触，对于执行元件来说，问题是执行元件的接口。
封装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封装和制造的成本、封装同外界环境的关系、封装可靠性、非工作黏
附对封装的影响及尽量减少引线和接点。
　　1.3.2 精密加工　　精密加工是在亚微米量级下进行加工的，主要的工艺有精密磨削、研磨、激光
加工、电子束加工、离子束加工。
　　精密磨削主要加工硬质材料，机床精度、砂轮材料、砂轮修整方法、加工余量、磨削深度、走刀
次数和切削液体是影响加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研磨是在器件表面和研具间加入研磨剂，在一定压力下使磨具和被磨器件做相对运动，从而使得
研磨剂中的大量微粒均匀地将器件表面抹掉一层极薄的物质。
　　激光加工是利用高能量的激光束转化为热能，对器件进行切割、打孔和焊接等操作。
激光加工具有加工速度快、效率高、热响应小、没有工具耗损等优点。
　　电子束加工工艺是在真空条件下，用电流加热阴极发射电子束，利用聚焦加速后的电子束具有很
高的能量，并以极高的速度冲击到被加工的器件表面上，动能转化为热能，实现对材料的加工。
　　离子加工是把惰性气体通过离子源产生离子束，也是利用热能对材料进行加工。
　　1.3.3 特种加工　　特种加工是利用化学能、声能、光能和电能实现高能量密度的加工；主要包括
电火花加工、线切割加工、电解加工、电铸加工和超声波加工。
　　电火花加工是在工具和器件之间施加脉冲电压时，两极间产生很强的电场，由于器件表面凹凸不
平，使间隙中的电场强度不均匀，最凸出的地方电场最大，产生电火花放电，局部产生的高温将被加
工材料腐蚀的加工方法。
　　线切割加工是利用移动的工具线电极穿过被加工器件上的孔，通过正交工作台按照预定的轨迹运
动，就可以切割出所需要的器件形状。
　　电解加工是利用金属电解液将器件加工成型的，加工时器件接电源正极，加工工具接电源负极。
电解加工效率高，是电火花加工的5～10倍，而且不受材料的影响，表面没有毛刺。
　　电铸加工时，电铸材料作阳极，导电原模作阴极，电铸液中的金属离子在阴极还原成金属，沉积
在阴极原模上，阳极金属原子逸出电子后溶解在电解液中，从而保持溶液中的金属离子浓度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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