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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培仁编著的《传感器原理检测及应用》从实用的角度结合丰富的应用实例，介绍各类传感器的
工作原理、基本结构、相应的测量适配电路等内容。
全书共分13章，第1章简介传感器的概念和相关基础知识；第2～4章介绍电阻、电容和电感式传感器；
第5～10章详细介绍压电式、热电式、光电效应式、光导(纤)式、光栅式、谐振式、辐射式和磁敏式及
多种半导体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第11章介绍智能网络化传感器技术及应用；第12章介绍现代生物传
感器和各种新兴传感器的原理、组成、应用以及今后发展的技术趋势；第13章介绍传感器的选用和抗
干扰方法。
本书涉及到的学科门类多，内容广泛，结构紧凑，突出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实用性。

　　《传感器原理检测及应用》理论结合实践，可作为电子工程、电子信息技术、自动控制、计算机
应用技术、机械电子、电气、仪器仪表和医学影像、分子生物学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工
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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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传感器相关基础知识 传感器是现代测控技术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被测对象和检测系统的接口。
它可为系统提供原始信息，以便进行处理和做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系统的功能。
 生物体的感觉器官就是天然的传感器，比如人的感官——眼、耳、鼻、舌和皮肤分别具有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和触觉。
人的大脑可通过感官感知外界信息，并进行处理。
实际上，传感器是一种可以代替人的感官的装置，而且传感器还可以检测出人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外
界信息（如红外、小能量超声波等）。
 1．1 传感器概述 1．1．1 传感器定义 国家标准《传感器通用术语》英文中，有两个单词可能都被译为
传感器，即Transducer和Sensor，但仔细辨析一下，会发现这两个单词内容不同。
 Transducer可以这样定义：它是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可将能量从一个域（如热能）变换到另一个域（
如电能）。
推广来讲，它可将能量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这意味着两种能量也可以同属一个域，例如将
转动的能量变成平动的能量，均为机械能）。
因此对这个Transducer的词确切翻译应为换能器。
Transducer大都用于测试和控制系统，或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Transducer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即Sensor和Actuator。
 Sensor的原意来自感觉，Sensor应译为传感器或传感元件，这种装置用来感知被监测系统的参数，它
能把特定的被测参数的信息（包括物理量、化学量和生物量等）按一定规律转换成某种便于处理、易
于传输的信号（如电信号、光信号等）。
Sensor的例子很多，如加速度计、光纤陀螺、热线风速仪等。
Actuator，可译为致动器或执行元件，它也是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可对系统状态施加影响，如电机（
它可施加扭矩）、水泵（它施加压力或改变流体速度）等。
 总之一般传感器定义是，能感受（或响应）规定的被测量对象并按照一定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输出的
器件或装置。
传感器通常由直接响应被测量的敏感元件和产生可用信号输出的转换元件以及相应的电子线路所组成
。
 1．1．2 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应遵循的法则和定律 由于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根据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
效应来感知被测参数，这就决定了传感器必然受相应法则和定律所支配。
这些定律和法则如下： （1）守恒定律，如能量守恒定律、电荷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等都是必
须严格遵守的法则。
 （2）场的定律，包括动力场的运动定律（如加速度传感器）、电磁场的感应定律（如电感式振动传
感器）等。
这些定律一般可用物理方程来描述，这类传感器可称为“结构型传感器”。
 （3）物质定律，利用物质（材料）的固有性质（如胡克定律、欧姆定律），利用半导体材料的物理
特性（如压阻、热阻、光阻、湿阻等效应），利用压电材料的物理特性（如压电效应）等。
这类传感器可称为“物性传感器”。
 （4）统计法则，这是把微观系统与宏观系统联系起来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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