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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非电量需要转换为电量，因此用于完成
转换的传感器技术日趋重要，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汽车行业中，传感器的应用推动着汽车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汽车更加安全、舒适和节能。
　　目前，传感器技术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要解决在检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必须熟悉
传感器技术，同时要掌握如何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并清楚其应用的场合。
　　本书主要介绍典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同时加入了最新的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
在编写过程中，始终注意以下两点：一是通俗易懂，二是贴近实际。
全书共分为11章，第1章介绍传感器的基础知识；第2～9章分别介绍热电偶式、电阻式、电感式、电容
式、压电式、霍尔式、光电式、新型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在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加入了汽车传感器的
相关内容，并且引入汽车传感器的4个技能实训，以提高学生对汽车传感器的兴趣及实践能力；第10章
介绍传感器信号的处理；第11章介绍最新的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高职高专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从业人员、中等职业学校老师
的参考资料。
本书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材，要求学生具有电工、电子的基本知识。
本书作为教材使用时，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传感器原理及应用部分，在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训教学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并引用了部分参考文献中的内容，由于时间仓促，未能
与著作者一一联系，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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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汽车类高端技能人才实用教材：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内
容包括传感器的基础知识、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传感器信号的处理和物联网技术四个部分，此外还
引入了在汽车中使用的传感器知识，加入了汽车传感器的技能实训内容。
第一部分介绍传感器的基本概念、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标定和校准。
第二部分介绍热电偶式、电阻式、电感式、电容式、压电式、霍尔式、光电式、新型传感器的原理及
应用，其中包括汽车传感器的原理及技能实训。
第三部分介绍传感器信号的调制与解调、放大、转换、非线性修正和干扰抑制。
第四部分介绍物联网的定义、背景及发展现状、结构组成、支撑技术以及应用。
本书为任课教师提供电子课件。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汽车类高端技能人才实用教材：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内
容通俗易懂，贴近实际应用，可以作为电子信息类本科、高职高专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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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1.1 什么是物联网 物联网的英文名称是“Internet of Things”。
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与物相连的互联网”。
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延伸和扩展的一种
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因此，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
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
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这里的“物”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够被纳入“物联网”的范围：①要有相应信息的接收器；②要有数
据传输通路；③要有一定的存储功能；④要有CPU；⑤要有操作系统；⑥要有专门的应用程序；⑦要
有数据发送器；⑧遵循物联网的通信协议；⑨在世界网络中有可被识别的唯一编号。
 物联网将新一代的IT技术融入在各行各业，在铁路、公路、隧道、桥梁、电网等系统中嵌入感应器，
感应器感应到的信息送入网络，实现物体信息的交互。
在整个过程中，需要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用于控制网络中的人员、机器、设备等，从而实现对生产
的智能控制。
 11.1.2物联网的相关术语 物联网，顾名思义就会想到是关于物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网络。
但是由于其涉及的技术知识非常广泛，而且与生活息息相关，各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从自已行业的角
度，对物联网做出界定，相关人员对这个概念出现了“盲人摸象”的状态。
 物联网的定义在英文百科里的说法是：“The Internet of Things refers to a network ofobjects，such as
household appliances.”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像家用电器一样的物体的互联网络。
“物联网”基本上就是英文“Internet of Things”的中文直译。
Internet在英文中是由“INTER-NET working”缩写得来的，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很顺口。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并非缩写而来，因此不是很顺口，在英文的场合中物联网经常被其他
的词汇代替，如传感网（Sensor Networks）、M2M（Machine to Machine）、智慧地球（Smart Planet
或Smart Earth）、泛在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等。
 据考证，“Internet of Things”这个词最早应该是MIT研究RFID的Auto-ID中心主任Ashton教授1999年提
出来的。
同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也提出：“传感网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发展机遇
”。
国际电信联盟（ITU）2005年的报告对“Internet of Things”这个词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
一步具体描绘了“物联网”的时代图景。
 在美国，专业技术人员更习惯把物联网叫做M2M，就和大家熟悉的B2B、B2C一样。
而在国内，M2M这个词不大被人们所接受，而“数字城市”、“两化融合”等名词却受到大家的认可
。
 11.1.3 物联网在中国的定义 目前在国内被普遍认为的物联网的定义是：通过视频识别（RFID）、红外
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这个定义不是很全面，也不严谨，因为物联网可以存在于内网和专网中间，而且目前还占大部分，“
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的说法不是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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