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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传感器的技术基础以及各类传感器的原理、特性和应用。
全书共分8章，内容包括：传感器的基本概念以及发展动向；传感器的静／动态特性、基础效应、功
能材料以及加工工艺等相关技术基础；阻抗式传感器、电动势式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栅式传感器
以及其他新型传感器；传感器在机器人、现代汽车和武器装备中的典型应用等。

　　本书适合作为仪器仪表、电子信息、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学科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学
科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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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据常识可知，仓库中可能时刻都有物质进出，只要物质从一开始进入仓库，就在它的
上面装有无线传感器节点，由于物质的进出，使得仓库区域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拓扑结构时刻发生改
变，这样就要求在进行路由协议的选择时把该因素考虑进去。
此类方案已在某些公司得到应用，通用电气公司对装有传感器的船集装箱进行了一项试验，安装了传
感器后，这些集装箱能够防止货物被随意翻动。
②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建筑物健康状况监测系统任何建筑物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
，建筑物的安全性能也会随之降低。
为了及时发现险情，减少人员、财产损失，需要对建筑物的健康状况进行周期性的监测。
传统的建筑监测系统多采用有线方式，即传感器节点布置在筑物内一些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光缆与监
测中心连接。
但这种方式成本高，系统使用的光缆和专用传感器价格昂贵；可靠性差，在强风、地震等恶劣气候的
影响下，线路很容易遭到破坏而不能进行可靠的数据传输。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基于分簇结构的两层无线传感器网络监测系统，如图7-16所示。
为了节省数据传输过程中所耗费的能量，网络可以根据节点间距离的远近划分成簇，每个簇由相互靠
近的传感器节点组成。
簇头作为本地站点近控制者没有能量的限制，它负责协调和收集簇内节点的监测数据。
监测系统的通信网络由两层子系统构成，底层子系统由低数据率、低传输范围和能量受限的传感器节
点组成，上层子系统由高数据率、高传输范围和没有能量限制的簇头节点组成。
在系统监测过程中，底层传感器节点将收集到的数据传送给上层相应的簇头，簇头对数据进行简单的
融合后可以直接传送给监测中心进行处理，也可传送给其他簇头进行再次融合后传送给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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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感器技术》是普通高等学校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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