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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系统已成为引领和衡量各个国家迈向高度现代化的支撑性技术之一。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已将目光转向信息技术的前端——信息获取与处理的研
究和发展上，提出下一代因特网和智能环境的建设，以强化信息获取和智能信息处理，建立人与物理
环境更紧密的信息联系。
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我国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发展规划，到2010年，我国仪器
仪表产业将有一系列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当前，我国仪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产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仪器仪表产品微型化、集成化、智能化
、总线化等方向上紧跟国际发展步伐，并加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仪器仪表的研制力度。
技术的发展、应用的研发、仪器的使用与维护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作为支撑；与此同时，它们也对人
才培养的内容和目标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本书的内容体系优化，基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精品课程建设的经验积累，并得益于《传感技术》(
重庆大学出版社)、《智能检测技术与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教材的实践应用和相关教改研究成果
的指导。
　　本书全面介绍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典型应用。
按照传感器、检测技术与检测系统三大模块组织内容，依次为概述、传感器基本特性、电阻式传感器
、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磁敏式传感器、热电式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辐
射与波式传感器、化学传感器、生物传感器、新型传感器；参数检测、微弱信号检测、软测量、多传
感器数据融合、测量不确定度与回归分析；虚拟仪器、自动检测系统。
本书系统性强，内容上注重经典与现代的结合，目标上强调工程实践应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良
好的教学适宜性和可读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相关领域应用和设计开发
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重庆邮电大学胡向东教授、重庆大学刘京诚教授和重庆工学院余成波教授组织编写；第7
章由蔡军、胡向东编写，第9、11章由刘京诚、彭向华、胡向东编写，第12章由吕霞付、胡向东编写，
第13、19章由余成波编写，其余章节由胡向东、崔屏、李锐编写。
蔡东强、刘光财、朱运波、罗蔚、张杰等参与了部分书稿的资料整理、图表绘制等工作。
胡向东负责全书统稿。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参考文献中所列各位作者，包括众多未能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的作者，正是
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独到见解和特别的贡献为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使作者能够在总结现有
成果的基础上，汲取各家之长，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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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典型应用。
按照传感器、检测技术与检测系统三大模块组织内容，依次为概述、传感器基本特性、电阻式传感器
、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磁敏式传感器、热电式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辐
射与波式传感器、化学传感器、生物传感器、新型传感器；参数检测、微弱信号检测、软测量、多传
感器数据融合、测量不确定度与回归分析；虚拟仪器、自动检测系统。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系统性强，内容上注重经典与现代的结合，目标上强调工程实践应用与创新能
力的培养，具有良好的教学适宜性和可读性。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相关领
域应用和设计开发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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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传感器　　第1章　概述　　1.2　传感器的定义与组成　　根据我国国家标准（GB／T7665
—2005），传感器（Transducer／sensor）定义为能够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规律转换成可用输
出信号的器件和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
其中，敏感元件是指传感器中能直接感受和响应被测量的部分；转换元件是指传感器中能将敏感元件
的感受或响应的被测量转换成适于传输和测量的电信号部分。
传感器的共性就是利用物理定律或物质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将非电量（如位移、速度、加速度
、力等）输入转换成电量（电压、电流、电容、电阻等）输出。
　　根据传感器的定义，传感器的基本组成分为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两部分，分别完成检测和转换两
个基本功能。
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传感器都能明显地区分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这两个部分，如半导
体气敏或湿度传感器、热电偶、压电晶体、光电器件等，它们一般是将感受到的被测量直接转换为电
信号输出，即将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两者的功能合二为一了；另一方面，只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
成的传感器通常输出信号较弱，还需要信号调理电路将输出信号进行放大并转换为容易传输、处理、
记录和显示的形式。
信号调理电　　路的作用：一是把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进行转移和放大，使其更适合于作进一步处理和
传输，多数情况下是将各种电信号转换为电压、电流、频率等少数几种便于测量的电信号；二是进行
信号处理，即对经过调理的信号，进行滤波、调制和解调、衰减、运算、数字化处理等。
常见的信号调节与转换电路有放大器、电桥、振荡器、电荷放大器等。
另外，传感器的基本部分和信号调理电路还需要辅助电源提供工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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