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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加强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教材建设，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启动了全国工程
硕士教育核心教材建设工程，本教材是机械工程领域确定的全国工程硕士教育推荐的核心教材之一。
由于各工程硕士培养单位的特色不同，委托培养单位对培养人才也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各单位工程硕
士的培养方案相差较大。
本教材是针对培养方案中设立相关课程的有关培养单位编写的，偏重于反映当前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
的一般性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以满足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培养的要求。
传感器是人类在当今信息时代准确可靠地获取自然和生产领域相关信息的主要工具，它在工农业生产
、航空航天、海洋探测与开发、资源和环境保护与利用以及生物医学工程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用
，在提高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以及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传感器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和科技的进步，生产和科技的进步反过来也要求和支持着传感器的发展和进
步。
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现代传感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全书共分9章。
第1章介绍了与现代传感技术相关的基础知识和一些物理效应；第2章介绍了一些新型敏感材料；第3
～5章分别介绍了常用的力学、位移和温度传感器；第6、7章介绍了视觉和触觉传感器；第8章介绍了
目前发展迅速的微传感器；第9章介绍了传感器的误差补偿及抗干扰技术。
本书是在赵学增教授多年教学的讲稿基础上完成的，绪论、第1、2章由赵学增教授编写，第3、4章由
王伟杰副教授编写，第5、6章由黄文涛副教授编写，第7、8章由陈芳博士编写，第9章由王飞博士编写
。
全书由赵学增教授统稿、整理，由谭久彬教授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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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现代传感技术的原理和应用，首先介绍了与现代传感技术相关的一些物理效应和
新型敏感材料，然后介绍了常用的力学、位移、温度传感器，以及视觉、触觉和微传感器，最后讨论
了传感器的误差补偿及抗干扰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教材，亦可供有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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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8）传感器在遥感技术中的应用在飞机及卫星等飞行器上利用紫外、红外光电传感器及微波传
感器探测气象、海洋和地质等情况。
9）传感器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利用红外探测传感器可以观测地形、地貌及敌方的各种军事目标，利用
雷达可以搜索、跟踪飞行目标，其他还有红外制导、红外夜视传感器的使用等。
综上所述，传感器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和科技的进步，生产和科技的进步反过来也要求和支持着传感器
的发展和进步。
可以说没有传感器就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传感器也没有人类现代化的生活环境。
5.传感器的发展方向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对传感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也为传感器的
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手段和技术条件。
如何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以及探索新的理论，使传感器达到新的技术高度是总的发展方向。
目前，传感器主要的发展动向：一是进行基础研究，发现新现象，开发传感器的新材料和新工艺；二
是实现传感器的集成化与智能化。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精度和扩大测量范围随着自动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新型传感器应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
精度、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好的互换性和更大的测量范围。
2）低功耗及无源化多数传感器工作时需要电源，因此在野外或无法取得电源的地方常采用电池或太
阳能对传感器进行供电。
开发低功耗传感器及无源传感器既可以节省电能又可以扩大传感器的应用范围。
3）新原理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和效应是传感器工作的基础，所以发现新现象与新效应并将它
们应用于传感器技术领域，是研制各种新原理传感器的重要理论基础，意义极为深远。
4）新材料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通过控制材料的成分来制造出适用于各种传感器的新
型敏感材料和功能材料，并将之应用于传感技术领域中。
5）微型化及集成化从使用角度讲，传感器的体积越小越好，这就要求利用微细加工等新的方法和工
艺制造出体积微型化的传感器，同时研究多种功能集成在一起的传感器也是传感器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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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传感技术基础及应用》是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传感技术基础及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