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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传感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教学方法的日益丰富，传感技术及其应用课程的教学内容也需要
变化和发展，本次修订是在2004年7月第一版《传感技术及其应用》教材基础上，根据教育部有关精神
，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际，为满足高职高专“电子技术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机电技术应
用”、“表面组装技术（SMT）”等有关专业教学基本建设的需要，依照“传感技术及其应用”课程
教学的基本要求，增强应用性，反映新技术等原则编写的。
　　本书修订时，除保留原教材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外，对原书删繁就简，突出应用。
本着“够用、实用”的原则，从基础知识到测控系统构成，从原理到应用，逐级展开，深入浅出。
　　本书修订时，尽力体现以下特点：　　1.简明实用。
考虑到教材的使用对象，既要具备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又要满足高职高专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教
材编写时减少了复杂的理论叙述及定量分析，尽可能采用定性分析的原则加以处理。
　　2.拓宽基础知识。
　　3.加强实践能力的训练。
　　4.与时俱进，适当增补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介绍，以保证教材的适用性。
　　本书参考学时数为72学时（理论教学56学时，实验教学16学时）。
　　本书由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谢文和主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

内容概要

　　《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是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规划教材《传感
技术及其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修订版，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用书
，根据教育部有关精神，为满足高职高专“电子技术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机电技术应用
”、“表面组装技术（SMT）”等有关专业教学基本建设的需要。
依照“传感技术及其应用”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进行编写。
　　《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主要内容包括传感技术基础知识、常用测量控制技术、典型传
感器件（含新型传感器件）选用、传感技术教学实验指导等内容。
考虑到高职（含五年制高职）类相关专业教学的实际需要，《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采取基
础知识介绍、分析，传感器件选用并重的原则，重点突出常用被测量的实际测量与控制技术，以使学
生的学习达到良好的效果，为其分析、运用传感技术为实际工程服务打好基础。
　　《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采用出版物短信防伪系统，用封底下方的防伪码，按照《传感
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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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取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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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几何量的测控5.1 电阻式传感器5.2 电容式传感器5.3 电感式传感器5.4 角度传感器5.5 光栅传感器5.6 
感应同步器5.7 磁栅传感器5.8 液位传感器5.9 超声波传感器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6章 磁学量的测控6.1 
霍尔传感器及其应用6.2 新型磁学量传感器及其应用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7章 气体量、湿度量的测
控7.1 气敏传感器及其应用7.2 湿敏传感器及其应用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8章 新型传感器及其应用8.1 
生物传感器8.2 机器人传感器8.3 微波传感器8.4 智能传感器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9章 实验指导9.1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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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海洋开发等高新技
术的出现，世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步伐大大加快。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冲击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高新技术涉及诸多学科，毫无疑问，也必将对信号检测及自动控制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领域里，传感技术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之一，而且已逐步形成了专门的学科。
在这一学科的带动下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课题（如传感器的微型化、智能化、仿生化等）及技术应用
问题（如自动化生产加工系统、交通安全保障系统、灾害预测系统、安全防卫系统等），越来越引起
人们和各国科技界的重视。
因此，加强对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的学习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感技术与传感器传感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今，传感技术已是一项世界令人瞩目、发展迅猛的高新技术，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因为传感技术与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共同构成了现代信息技术系统中的“感官、神经和大脑”
，它们是现代信息产业的三大支柱。
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与发展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信息技术发展的进程和走向。
　　以传感器为核心的传感技术，是涉及传感器原理、传感器件研发、设计、制造、应用的一门专门
用于信息检测与转换的应用技术，其中传感器是核心器件，这种器件是一种能把被测量（如物理量、
化学量、生物学量等）按要求转换成可用信号输出的装置。
从字面上来看，传感器不仅应对被测信号（即被测量）敏感，而且还应具有把获得的信号（即被测信
号）传送出去的功能。
这就是说，传感器不单单只是一般的敏感元件，它们的输出响应信号还应是易于传送的物理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易于传送的物理量基本上是以电量的形式（如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电感
、频率等）出现的。
其原因是电信号便于检测和远距离传递。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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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