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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9年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智能传感器系统以及与之伴随的智能传感器技术均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蓬勃发展。
因此，著者对智能传感器一书再版的内容做了大幅度调整。
　　作为实现智能传感器系统重要基石的集成化技术，更是发展迅猛异常，不但已有与不同种类传感
器适配的、不同集成度的调理电路芯片商品，更有含微处理器的单片全系统集成的器件芯片商品大量
流行于市。
本版书中割舍了与这些集成调理电路、典型集成电路元件制造工艺有关的集成技术，割舍了现代传感
器技术中与制作典型微结构以及微机械工艺主要技术有关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其他相关专著会比我们
阐述得更为清楚。
我们重点介绍这些不同集成度、适配不同类型传感器的集成调理电路以及单片全系统集成器件芯片的
技术性能、指标与其使用方法，为读者构建自己的智能传感器系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新的途径。
　　智能传感器／变送器仍然是现场控制总线（FCS）系统中的主要角色。
其发展势头与发展规模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更加波澜壮阔。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是智能传感器最大的工业实用舞台，在智能传感器实用化进程中具有首屈一指的重
要作用。
对于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的智能传感器／变送器，本版书割舍了在使用安装中涉及的有关具体技术问
题的介绍；相应的智能化功能，如刻度转换与非线性自校正、自校零与自校准、温度补偿、PID控制
等，均放在有关章节中统一介绍；其智能化通信功能，由于与现场总线流行的各种通信协议密切相关
，相关的技术培训班可以更好地解决使用中所需具备的具体技术问题，故本版书中不再介绍。
书中增加了在网络化与通信功能发展中，重要性日益凸现的无线网络智能传感器系统。
　　赋予传感器系统以“智能”的智能传感器技术，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快速地发展着。
智能传感器工作者辛勤而有成效的工作，使那些经典的和新兴的信息处理技术相继不断地被挖掘、移
植与引入到智能传感器系统这一新的领域中来，成为实现智能化功能新的有效技术手段。
本书力求反映这种形势。
书中涉及的每一种信息处理技术都已有相应的专著论述，本书无力仿效它们去讲述理论本身，而是本
着拿来为我所用的宗旨，着重介绍应用这些理论实现智能化功能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使用智能化技
术奠定基础。
　　本书的特色表现在每章之后的示例中。
全书的示例都以提高传感器稳定性、消除交叉敏感的影响这一智能化功能作为目标，而且均针对压阻
式压力传感器来介绍不同信息处理手段。
所需的信息处理知识都在相应章节基础知识部分提供，无需借助其他专著，其目的在于介绍它们作为
智能化技术工具入门的基本思路，为读者举一反三、扩大应用的广度与深度留以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
余地。
传感器的种类数不胜数，新的信息处理技术也将层出不穷，期望广大读者善于捕捉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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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智能传感器系统及相应智能化技术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全面阐述，重点突出三
个方面：一是概述智能传感器系统硬件的两种实现形式，即传感器（经典的或现代的）经不同集成度
调理电路芯片与CPU相结合的虚拟仪器形式以及与MPU相结合的微计算机/微处理器形式；二是全面
概述了基本智能化功能软件模块的实现技术，并依次介绍了多种经典和新兴的信息处理技术作为智能
化技术工具的原理与方法，同时又注意介绍其软件模块在两种形式智能传感器系统中的实现；三是介
绍新型的模糊与无线网络智能传感器系统。
 本书内容丰富、新颖，反映了该领域前沿的最新技术，既具先进性又具实用性；文字简洁、深入浅出
，避免了深奥的理论阐述与生涩的数学推导，但不失说理性，便于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进行科学研究、工程实验的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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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传感器的使用，使生产工艺过程的控制和产品性能的检测有了保证，所以它是提高产品竞争
力的强有力的手段，是获得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据有关资料，全美电站的相关数据表明，如果主汽流量精度改善1％，电站的燃烧成本（热效率）将
会改善1％，每年可节约3亿美元；若传感器及其测量仪表可利用率提高1％，则每年可节约30亿美元；
美国的电站采用了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技术后，使全美经济每年获益达110亿美元之多。
　　②科学研究的“先行官”。
伟大的科学家门捷列夫说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
诺贝尔奖设立至今，众多得奖科学家都是借助于先进仪器的诞生才获得重大的科学发现。
例如，正是因为有了改进的仪器仪表，才使人类基因的测试提前3年完成。
人类进一步对地下、海洋空间、宇宙星球的探索都离不开传感器及其仪器仪表系统，而且还需研制在
这些极端条件下可正常工作的传感器。
　　③军事上的“战斗力”。
现代武器装备几乎都配备了相关的检测传感器及其控制仪器仪表。
　　④确认证据的“物化法官”。
在产品质检、环境污染监测、违禁药物检测、指纹识别、假钞与金属利器识别等方面，传感器及其仪
器仪表是确认证据的科学依据。
　　⑤安全的屏障。
煤矿瓦斯监测与安全预警需要高灵敏度、高稳定性、快速响应的气体传感器；气体液体传输，如我国
的“西气东输”管道，需要高精度的油气计量传感器；国家领空、领海、边境安全等都需要大面积、
广域传感检测系统。
　　⑥传染病预警、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障。
SARS、禽流感等突发性流行病的快速诊断需要具有快速分析能力的生物传感器；大气环境监测（SO2
、NOx、CO2、微尘等），水质监测（COD、BOD等），以及电磁辐射、噪声、室内有害气体（甲醛
等）等的监测无不需要相应的传感器及其仪器仪表系统。
　　所以社会需要它！
海陆空、吃穿住，传感器无处不在，也必须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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