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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

前言

　　传感器是人类获取各种信息的有利工具，它相当于人的“五官”并且是“五官”的伸延。传感器
正在向小型化、高准确度、集成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也使其制造成本不断
降低，性能指标不断提高，应用面不断扩大。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传感器使用日益广泛，在国民经济
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传感器的种类繁多，本书系统地叙述了磁敏感元器件与磁
传感器领域内主要几种磁敏感元器件与磁传感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主要特性及其应用；在阐述
弹性元件的力学分析的基础上，详细叙述了力学量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领域内的压电效应与压电式压
力传感器和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压阻效应与扩散硅式压阻压力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电容式传感
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主要特性及其应用，并详细阐述了硅各向异性腐蚀技术；最后介绍了温（
热）敏元器件领域内的热敏半导瓷电阻、温敏二极管、温敏晶体管与集成电路温度传感器等敏感元器
件与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主要特性及其应用。　　全书共分为十五章，第一章传感器的一
般特性、第二章磁传感器概述、第三章霍尔元件、第四章磁敏电阻、第五章磁敏二极管、第六章磁敏
三极管、第七章其他磁传感器、第八章压电效应与压阻效应、第九章弹性元件的力学分析、第十章压
电式传感器、第十一章压阻式传感器、第十二章电容式传感器、第十三章硅各向异性腐蚀技术、第十
四章温（热）敏元器件和第十五章温敏晶体管与温敏集成电路及其应用。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676044）的资助。采用MEMS技术制造硅磁敏三极管的研究成果收
入本书，特此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致谢。　　本书是在编者原出版的《磁敏感元器件与磁传感器》
和《力学量敏感器件原理与应用》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马英仁教授出版的《温敏元器件及其应用》
和编者多年的科研成果编著的。本书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许荣庆教授主审，特此致谢。在编著过程中，
我们还参考了很多文献，在此特向收人本书参考书和参考文献的作者、译者表示谢意。　　本书可作
为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磁、力、温（热）传感器生产、应用的专业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书中阐述的硅各向异性腐蚀技术是编者在黑龙江省计划项目支持下取得的科研成果，对从
事MEMS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有参考价值。由于撰写时间短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
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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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系统地叙述了磁敏感元器件与磁传感器领域内主要几种磁敏感元器件与磁传
感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主要特性及其应用；在阐述弹性元件的力学分析的基础上，详细叙述了
力学量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领域内的压电效应与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和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压阻效应
与扩散硅式压阻压力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主要特性及其应
用，并详细阐述了硅各向异性腐蚀技术；最后介绍了温（热）敏元器件领域内的热敏半导瓷电阻、温
敏二极管、温敏晶体管与集成电路温度传感器等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主要特
性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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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1.1　传感器的定义和组成　　1.1.1　传感器的定义和重要性　　
传感器是一完整的测量装置（或系统），它能把被测物理量转换为与之有确定对应关系的有用电量输
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记录、显示和控制等要求。　　传感器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
首要环节。如果没有传感器对原始参数进行精确可靠的测量，那么，无论是信号转换、信息处理，或
者数据的显示与控制，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可以说，没有精确可靠的传感器，就没有自动检测和控制
系统。近代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为信息的转换与处理提供了极其完善的手段，近代检测与控制系统
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需要各种传感器去检测大量原始数据并提供信息，可见，传感器巨大的应用作
用。　　在现代飞行器上，装备着极其多样的显示与控制系统，以保证各种战斗和飞行任务的完成。
在这些系统中，传感器首先对反映飞行器的参数的姿态，发动机工作状态的各个物理参数加以检测，
提供给驾驶和领航人员去控制和操纵飞行器，或者传输给各种启动控制系统如自动驾驶仪、自动领航
仪、发动机调节器，进行飞行器的自动驾驶和发动机的自动调节。　　同样，在新型飞机或发动机研
制过程中，人们为了鉴定新机种是否符合预期设计要求，必须同样用各种传感器对原型机进行大量的
地面测试和空中测试。例如，新研制一台航空发动机，就必须测试该发动机的转速、攻率或推力；发
动机本身的振动、进气道压力、强度等各个参数，对某些参数还要进行实时测试和监控，以确定是否
符合设计的技术性能指标。　　在工业产品的生产尤其是自动化生产过程中，也要用各种传感器来监
视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参数，使设备工作在正常状态或最佳状态并使产品达到最好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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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磁、力、温（热）
传感器生产、应用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书中阐述的硅各向异性腐蚀技术是编者在黑龙江省计划
项目支持下取得的科研成果，对从事MEMS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有参考价值。

Page 7



《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