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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通信、传感器分别构成电子信息系统的&ldquo;大脑&rdquo;、&ldquo;神经&rdquo;
和&ldquo;感官&rdquo;，被誉为现代信息产业的三大支柱。
物联网被称为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信息产业浪潮，而传感器作为物联网应用系统的核心
产品，将成为这一新兴产业优先发展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熟悉传感器这个词，但是物联网用传感器到底和原有
传感器有何不同？
相关的传感器的种类及其技术基础，传感器的种类有哪些？
不同行业物联网用传感器的典型产品怎样？
为说明这些问题成为本书编写的目的。
　　由于传感器涉及技术领域宽泛，学科交叉复杂，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关于传感器原理、技术、设计
、产品大全等已较多，本书不再对传感器原理、技术和设计等做详细介绍，而是以物联网为背景，较
全面地介绍物联网用传感器的类型、相关技术基础，以感测对象为主线对各种传感器的相关知识做梗
概介绍。
　　本书涉及物联网用传感器的相关知识面宽、传感器种类全，但不介绍计算机、通信、信号处理等
专业或基础学科的系统知识，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物联网用传感器的技术或相关产品应用，以及从事
相关的行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等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参考性和一定的指导意义。
　　全书共7章，其中第1章、第2章2.1节由吴亚林编写，第2章2.2节和第6章6.2节由王劲松编写，第2
章2.3节由刘伯青编写，第3章3.1节和3.2节由邹文江编写，第3章3.3节～3.7节和第7章7.1节由张鹏、史鑫
等编写，第4章由周明君编写，第5章由王明伟和王永刚编写，第6章6.1节由李凤玲编写，第7章7.2节由
姜晶编写，第7章7.3节由牛薇和咸婉婷编写。
　　本书由范茂军负责主审，亢春梅在排版和资料收集上给予了一定支持，电子工业出版社给予了大
力支持，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相关的著作和文献，在此特向有关作者和出版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书中内容涉及微电子、机械、计算机、通信、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加之编
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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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联网用传感器》是以物联网用传感器为主题的专业性科普读物，全书共7章。
其中第1章介绍物联网用传感器的背景和特征，第2章介绍物联网用传感器的有关技术基础，第3～5章
介绍各种物理量、化学量和生物量传感器，第6章介绍身份识别传感器和雷达，第7章介绍几个典型行
业物联网应用的传感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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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1.2化学量传感器的类别 最近几十年，随着光纤通信技术和物理传感器（如石英晶
体微天平、压电表面声波器件等）的发展，化学家们才将化学传感器的信号转换由单纯的电信号拓展
到光信号、热信号、质量信号等多个领域。
根据信号转换技术的不同，可将化学传感器分为电化学传感器、光化学传感器、质量化学传感器和热
化学传感器。
 1.电化学传感器 电化学传感器就是将分析对象的化学信息转换成电信号的传感装置。
从1906年第一支化学传感器产生以来，大半个世纪中化学传感器的信号转换均集中在将化学信息直接
以电信号（如电流、电位、电阻等）表达的方式上。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电化学传感器有氧气传感器、大气污染物传感器、离子选择电极、离子敏感场效应
管、固体电解质传感器等。
 2.光化学传感器 光化学传感器是一类以物质的光吸收特性、散射特性、荧光特性、显色特性、热释电
和折射特性等原理为基础的传感器，该类型传感器包含光源、光接收器以及物质特性反应池等部分构
成，如光学离子传感器、红外光学气体传感器、激光气体传感器、核辐射传感器、低能离子流传感器
和光纤传感器等。
光纤传感器使用该原理时，应用了其光传输特性使传感器结构更加灵活、牢固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光导纤维是利用石英、玻璃、塑料等光折射率高的介质材料制成的极细纤维。
光纤传感器的特点：全反射现象传输信号；范围是红外至紫外光区；利用被测量对光纤内传输的光进
行某种形式的调制，使传输光的强度、相位、频率或偏振状态等特性发生相应变化，再对被调制过的
光信号进行检测，从而测定被测量的一种新型传感器。
 3.质量化学传感器 质量化学传感器是指传感器的敏感材料通过对被测物质的吸附，导致敏感材料的电
特性、质量特性、几何特性等方面的变化产生信号输出的一类传感器。
这类传感器应用最广泛的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1959年，催化剂化学——氧化物的半导体性质
理论产生：检测煤气转化反应中催化剂的电导率，作为一种表面检测技术，需制备氧化铁薄膜，进而
联想到反应气体对薄膜电导率的变化来监测气体。
1962年，Analytical Chemistry上发表相关分析论文。
1967年，GE和NASA集团发表了宇宙飞船用氢气传感器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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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联网用传感器》内容较宽泛，可作为从事物联网行业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行业研究与市
场开发人员的专业参考书，也可供在校学生和对物联网或传感器感兴趣的人员作为传感器专业知识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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