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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王化祥教授等人编著的《传感器原理及应用》一书，自1988年正式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并选为教材使用。
该书所讲述内容主要是传统式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对现代最新发展的传感器内容涉及较少。
基于上述情况并广泛征求意见，认为有必要编写一本反映当今最新发展和应用的现代传感器教材。
本书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编写完成的。
本书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光纤传感器，图像传感器，生物传感器，无线传感器网络，移动机器人传感
器，智能传感器以及多传感器的信息融合技术。
上述内容组织是对传统传感器的补充。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研究生选修课和本科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从事传感与信息检测
相关领域应用和设计开发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紧密结合现代传感技术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的教学原则，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新知识的吸收；注重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
本书是编者多年来在教学、科研中的长期积累，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教材和学术研究成果，阐述基础
理论同时，将实际应用贯穿全书始终。
本书由天津大学王化祥教授主编，并编写了本书的第1、2、3、7章（其中恩德副教授协助编写第2章）
，王学民教授编写了第4章；王超、杨挺副教授编写了第5章；孟庆浩教授编写了第6章；岳士弘副教授
编写了第8章；最后由王化祥教授统稿。
张淑英副教授对全书进行了认真校对。
在编写过程中，所有参编老师精诚合作，精益求精。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参考文献中所列的有关作者，为本书提供了宝贵参考资料，使本书在总结已有经验
基础上，吸取众家之长，为本书增色不少。
传感技术所涉及内容比较广泛，而且传感技术本身正在飞速发展。
因此，由于编者水平和知识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2008年4月于天津大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传感技术及应用>>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现代传感器的原理、特性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技术，紧密围绕当前传感器技术发展最新内
容和方向编写，叙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全书在介绍传感器基本特性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光纤、图像、生物传感器以及无线传感器网络、机
器人传感器、智能传感技术,最后介绍了多源传感器的信息融合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研究生选修课和本科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从事传感与信息
检测相关领域应用和设计开发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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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传感器基本特性1.1.1 传感器的作用随着现代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传感器技术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及生态平衡的需要，传感器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
在工业生产自动化、能源、交通、灾害预测、安全防卫、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方面所开发的各种传
感器，不仅能代替人的感官功能，并且在检测人的感官所不能感受的参数方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工业生产中，它起到了工业耳目的作用。
例如，冶金工业中连续铸造生产过程中的钢包液位测量，高炉铁水硫磷含量分析等方面就需要多种多
样的传感器为操作人员提供可靠的数据。
此外，用于工厂自动化柔性制造系统（FMS）中的机械手或机器人可实现高精度在线实时测量，从而
保证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在微型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如果没有各种类型的传感器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计算机控制就难
以实现。
因此，可以说传感器是信息采集系统的首要环节，是实现现代化测量和自动控制的重要部件，是现代
信息产业的源头，也是信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传感技术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被并列称为支撑现代信息产业的三大支
柱。
可以设想，若没有精度高和性能可靠的传感器，没有先进的传感器技术，那么信息的准确获取将无从
谈起，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1.2 传感器及传感技术传感器（transducer或sensor）是将各种非电量（包括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
等）按一定规律转换成便于处理和传输的另一种物理量（一般为电量）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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