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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自2003年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多所高校同行、同学及读者的关
心与支持。
近年来，传感器技术飞速发展，这对本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推出了本书的第二版。
新版在原版的基础上修改了部分内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例如，尽量多给出一些传感器的实物图；第2章增加了可编程集成数字温度传感器；第10章增加了无线
传感网络的简介，并精减了部分程序，增加了智能有害气体传感器设计；第12章增加了传感器应用中
的电磁兼容问题等。
韩保君编写了本书的第3章、第7章和第8章，其余部分由刘笃仁、刘靳编写，刘笃仁负责全书的统稿和
修改工作。
本书第二版的出版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材基金资助。
本书第二版的出版还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电子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等单位领导及同
事们的大力支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编辑云立实、许青青为该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于这一切，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对学习、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资料的作者也深表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欠妥和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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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精心修订而成的。

　　全书共12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各类常用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特性，分析了传感器
的测量电路、外围电路及应用电路，讨论了传感器应用的共性技术与传感器的选择和使用。

　　本书取材新颖，内容全面、系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将传感器原理与应用技术紧密结合。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类各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与自学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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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热电传感器在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过程中，温度是需要测量和控制的重要参数之一。
在钢花四溅的炼钢车间，要想多出钢、出好钢，就必须对炉温进行实时测量和有效控制；在现代化大
型温室里，要想四季收获新鲜蔬菜和良种，就必须对温度进行监视和及时的调整；现代科学研究的尖
端课题（如超导体、温热疗法等）更和温度有不解之缘。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温度的测量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感受温度的途径来划分，测量温度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
接触式测温即通过测温元件与被测物体的接触来感知物体的温度；非接触式测温即通过接收被测物体
发出的辐射来得知物体的温度。
目前，常见的接触式测温传感器有热膨胀式温度传感器、热电势式测温传感器、热电阻式温度传感器
、PN结型测温传感器和集成温度传感器等。
常见的非接触式测温传感器有光学高温传感器、热辐射式温度传感器等。
接触式测温传感器的优点是：技术成熟，传感器种类多，选择余地大，测量系统较简单，精度较高。
非接触式测温传感器的优点是：测量上限不受感温元件耐热程度的限制，因而最高可测温度原则上没
有限制；测温时不需与被测物体进行传导热交换，因此不会因测温而改变原来的温度场，测温速度快
；可对运动物体进行温度测量。
其缺点是误差较大。
迄今为止，测量温度通常都是采用间接测量的方法，即利用一些材料或元件的性能随温度而变化的特
性，通过测量该性能参数来得到被测温度的大小。
用来测量温度特性的材料性能有热膨胀、电阻、热电动势、半导体PN结特性、导磁率、介电系数、光
学特性、弹性等，其中前四种尤为成熟，应用广泛。
温度传感器发展很快，种类很多，本章介绍热电势式测温传感器、热电阻式温度传感器、PN结型测温
传感器、集成温度传感器和热释电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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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技术(第2版)》为21世纪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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