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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技术正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改变着我国工业的整体
面貌。
同时，对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能源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它正在向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
的方向发展。
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肩负着教书育
人的神圣使命。
在实际教学中，根据社会需求，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知识体系是每个教育工作者
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教书育人，教材先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教材，有些教材十几年、几十年长盛不衰
，有着很好的基础。
为了适应我国目前高等学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配合各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进
程，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的需求，由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学科教学委员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校工业自动化教育专业委员会、机械工业出版社共同发起成
立了“全国高等学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出版新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系
列教材。
这套教材基于“加强基础，削枝强干，循序渐进，力求创新"的原则，通过对传统课程内容的整合、交
融和改革，以不同的模块组合来满足各类学校特色办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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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十一五”规划教材。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从事传感器教学及科研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写成的，
内容新颖，叙述力求由浅入深。
同时，在编写过程中，注意补充反映新器件、新技术的内容，力求使读者了解学科前沿。
    本书共七章，围绕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相关的基本概论与术语、检测系统的误差合成、常用传感器的
工作原理、现代检测技术等内容进行了论述和介绍，尤其在传感器的敏感材料及敏感元件、新型传感
器原理等内容中增加了一些最新的研究进展。
    本书取材新颖，内容丰富，适用面广，不仅可以作为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
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电子信息等专业的本科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从事
检测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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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开始进入了信息时代。
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它们分别构成信息系统的“
感官”、“神经”和“大脑”，因此，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是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技术，传感器是信息
获取系统的首要部件。
传感器位于研究对象与测控系统的接口位置，是感知、获取与检测信息的窗口。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之一，世界上传感器品种已达3万余种，研究、生产单位5000余家。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加强传感器的开发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普遍应用”等一系列政策导向和支持下，
我国的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和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863”计划、科技攻关等计划中也把传感器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
传感技术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用自动化水平来衡量
的，科技越发达，自动化程度越高，对传感器和检测技术的依赖也就越强烈。
这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将传感检测技术列为重点优先发展的高技术的原因。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是自动控制技术、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等学科有机结合发
展的产物，是工业生产的耳目，是监视、控制、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
随着现代工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在控制和改进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以及提高生产率、降低
成本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发展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宇宙开发、海洋探测、环境保护、资源调查、医
学诊断、生物工程、甚至文物保护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茫茫的太空到浩瀚的海洋，以至各种复杂的工程系统，几乎每一个现代化项目
，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和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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