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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既详细阐述了各类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工作特性，又着重分析了传感器应
用电路的设计原理和工程电路实例。
全书共有12章，第1章介绍测量技术的理论基础和有关传感器的基本知识；第2～12章依据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分类，分别讲述应变式、电感式、电容式、压电式、磁电式、光电式、温度、辐射与波式、气
敏、湿敏、生物及智能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性能、测量电路和实际应用电路。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内容丰富，许多传感器的应用电路已在工程实际中得到验证并采用，读者可以
直接拿来使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可作为自动化、测控技术、电子信息、机电工程、计算机应用等电类专业
的本科，以及职业技术学院专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近专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师生和相关领域
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备有PPT多媒体资料，可免费提供给使用《传感器技术及应用》作为教材
的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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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半导体传感器中，场效应晶体管的应用令人瞩目。
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
若在栅极上加一反向偏压，偏压的大小可控制漏极电流的大小。
若用某种敏感材料将所要测量的参量以偏压的方式加到栅极上，就可以从漏极电流或电压的数值来确
定该参量的大小。
这样很容易系列化、集成化。
可做成各种敏感场效应管，如离子敏场效应管、PH敏场效应管、温度敏场效应管、湿度敏场效应管、
气敏场效应管等。
　　2）陶瓷材料　　陶瓷敏感材料在敏感技术中具有较大的技术潜力。
陶瓷材料可分为很多种，半导体陶瓷是传感器应用常用材料，尤以热敏传感器、湿敏传感器、气敏传
感器、电压敏传感器最为突出。
具有电功能的陶瓷又称电子陶瓷。
电子陶瓷可分为绝缘陶瓷、压电陶瓷、介电陶瓷、热电陶瓷、光电陶瓷和半导体陶瓷等。
这些陶瓷在工业测量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
其中以压电陶瓷、半导体陶瓷应用最为广泛。
陶瓷敏感材料的发展趋势是继续探索新材料，发展新品种，向高稳定性、高精度、长寿命和小型化、
薄膜化、集成化和多功能化方向发展。
　　3）磁性材料　　不少传感器采用磁性材料制造。
目前磁性材料正向非晶化、薄膜化方向发展。
非晶磁性材料具有磁导率高、矫顽力小、电阻率高、耐腐蚀、硬度大等特点，因而将获得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
　　非晶体不具有磁的各向同性特性，因而是一种高磁导率和低损耗的材料，很容易获得旋转磁场，
而且在各个方向都可得到高灵敏度的磁场，故可用来制作磁力计或磁通敏感元件，也可利用应力-磁效
应制得高灵敏度的应力传感器，基于磁致伸缩效应的力敏元件也得到发展。
　　由于这类材料灵敏度比坡莫合金的高几倍，所以就可大大降低涡流损耗，从而获得优良的磁特性
，这对高频更为可贵。
利用这一特点，可以制造出用磁性晶体很难获得的快速响应型传感器。
合成物可以在任意高于居里温度（约200～300K）下产生，这就使得发展快速响应的温度传感器成为
可能。
　　3.智能材料　　智能材料是指通过设计和控制材料的物理、化学、机械、电学等参数，而研制出
优于生物体材料性能的人造材料。
有人认为，具有下述功能的材料可称为智能材料：具备对环境的判断可自适应功能；具备自诊断功能
；具备自修复功能；具备自增强功能（或称时基功能）。
　　生物体材料的最突出特点是具有时基功能，因此这种传感器特性是微分型的，它对变分部分比较
敏感。
反之，长期处于某一环境并习惯了此环境，则灵敏度下降。
一般说来，它能根据环境调节其灵敏度。
除了生物体材料外，最引人注目的智能材料有形状记忆合金、形状记忆陶瓷和形状记忆聚合物。
智能材料的探索工作刚刚开始，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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