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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及应用》

前言

根据全国使用本书第1版读者的反馈意见，本次修订除增加了光纤传感器及汽车电子防盗系统等内容
外，还就有关章节进行了调整：将第1版中的第二章常用传感器及测量转换电路、第五章第四节集成
传感器和第五节智能传感器，以及新增加的光纤传感器的内容统一进行整合，调整为本版第二章参量
传感器、第三章发电传感器及第四章其他传感器；对第1版中第二章的内容进行了拆分，以便于学生
学习时的复习与总结。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参量传感器、发电传感器、其他传感器
、传感器的信号处理、抗干扰技术、检测仪表概述和传感器在机电产品中的应用。其中，参量传感器
、发电传感器和其他传感器三章可根据行业及地方经济的需要，在讲课时进行部分筛选；检测仪表概
述一章可作为选学内容。本书由江苏省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吴旗任主编，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一
、二、四节，第三章第一、三节，第四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第一、三节由吴旗编
写；第二章第三、五、六节，第三章第二、四、五节，第四章第二、四、五节，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二
节由江苏省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俞亚珍编写。作者根据传感器涉及面广、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及学
生学习困难的特点，制作了辅助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相关教学光盘，光盘主要包含演示文稿、电子
挂图、动画、视频等教学资源，通过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方便读
者学习，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本书采用出版物短信防伪系统，用封底下方的防伪码，按照本书最后一页“郑重声明”下方
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可查询图书真伪并有机会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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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及应用》

内容概要

《传感器及应用(第2版)》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
术应用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中主干课程传感器及应用的教学基本要求，并
参照有关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及中级技术工人等级标准编写的中等职
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传感器的基本概念、参量传感器、发电传感器、其
他传感器、传感器的信号处理、抗干扰技术、检测仪表概述、传感器在机
电产品中的应用等。
    《传感器及应用(第2版)》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材
，也可作为相关行业岗位培训教材或自学用书。本书由江苏省常州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吴旗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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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及应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传感器的基本概念第一节 传感器的作用与分类第二节 传感器的定义与基本特性第三节 传感器
的基本误差和精度第四节 传感器中的弹性敏感元件习题第二章 参量传感器第一节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第二节 热电阻传感器第三节 气敏、湿敏电阻传感器第四节 差动变压器式传感器第五节 电涡流式传感
器第六节 电容式传感器习题二第三章 发电传感器第一节 热电偶传感器第二节 磁电式传感器第三节 霍
尔式传感器第四节 压电式传感器第五节 超声波传感器习题三第四章 其他传感器第一节 光电式传感器
第二节 数字式传感器第三节 光纤传感器第四节 集成传感器第五节 智能传感器习题四第五章 传感器的
信号处理第一节 传感器信号的预处理第二节 仪表放大器及A／D转换器的选择第三节 传感器信号的非
线性校正第四节 传感器的标定与选择习题五第六章 抗干扰技术第一节 干扰的来源与途径第二节 抗电
磁干扰技术习题六第七章 检测仪表概述第一节 检测仪表的基本概念第二节 常用检测仪表第三节 常用
物理量检测系统的故障判断习题七第八章 传感器在机电产品中的应用第一节 机器人中的传感器第二
节 家用电器中的传感器第三节 汽车电子防盗系统习题八附录附录一 实验附录二 传感器的分类附录三 
几种常用传感器性能特点比较附录四 热电阻新、旧分度号对照附录五 热电阻分度表附录六 镍铬一镍
硅(镍铝)热电偶分度表附录七 铂铑一铂热电偶分度表习题参考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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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及应用》

章节摘录

插图：（2）按误差出现的规律分类①系统误差——指误差的数值是一个常数或按一定规律变化的值
。它又可分为恒值误差和变值误差。恒值误差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误差的数值及符号都保持不变的系
统误差；变值误差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误差按某一确定规律变化的系统误差。系统误差主要由以下几
个因素引起的：材料、零部件及_丁艺缺陷；环境温度和湿度；压力变化及其他外界干扰。系统误差
表明了一个测量结果偏离真值和实际值的程度。系统误差愈小，测量愈准确，所以常常用准确度来表
征系统误差大小。系统误差是有规律的，它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或引入修正值的方法予以修正。②随机
误差——由于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误差，其数值大小和正负号不定，而且难以估计。但是总体仍
服从一定统计规律，它不能通过实验方法加以消除，但能运用统计处理方法减少其影响。随机误差表
现了测量结果的分散性。在误差理论中常用精密度来表征随机误差的大小。随机误差愈小，精密度愈
高。③粗大误差——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测量结果显著地偏离其实际值时所对应的误差。从性质上看，
粗大误差并不是单独的类别，它本身既具有系统误差的性质，也可能具有随机误差的性质，只不过在
一定测量条件下其绝对值特别大而已。粗大误差是由于测量方法不妥、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以及测量
人员粗心所造成的。（3）按被测量随时间变化的速度分类①静态误差——指在测量过程中，被测量
随时间变化很缓慢或基本不变时的测量误差。②动态误差——在被测量随时间变化时所测得的误差。
例如用笔式记录仪测得的结果，由于记录笔有惯性量，输出量在时间上不能与被测量的变化一致，而
造成的误差就属于动态误差。动态误差是在动态测量时产生的，动态测量的优点是检测效率高和环境
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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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感器及应用(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第2版)》是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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