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传感器基础知识

1. 1 学习传感器技术的重要性

人类正处于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三大支柱是测控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而传

感器技术是测控技术的基础。"没有传感器技术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己为全世界公

认。传感器技术是材料学、力学、电学、磁学、微电子学、光学、声学、化学、生物学、精

密机械、仿生学、测量技术、 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乃至系统科学、人

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等众多学科相互交叉的综合性高新技术密集型前沿技术， 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兵器、信息产业、机械、电力、能源、交通、冶金、石油、建筑、邮电、 生物、医

学、环保、材料、灾害预测预防、农林渔业、食品、烟酒制造、建筑、汽车、舰船、机器

人、家电、公共安全等领域，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传感器处于自动检测与控制系统之首， 是

感知、获取与检测信息的窗口。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要获取的信息，都要通过传感器才能转

换成容易传输和处理的电信号或光信号等。科学技术越发达，自动化程度越高，对传感器的

依赖就越大。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 ，工业、农业、宇航、军事、环卫等技术的发展。 21 世纪

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电子化的时代，随着人类探知领域和空间的拓展，人们需要获得的自然

信息的种类日益增加，信息传递的速度需要加快，信息处理能力需要增强，因此要求与此相

对应的信息获取技术即传感器技术必须跟上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传感器是人类探知自然界信

息的"触角"，为人们认识和控制相应的对象提供了条件和依据。

国外传感器的发展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而近 20 年来，由于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和投入

开发，传感器发展十分迅速，美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日本等国已实现产业化，近

十几年来世界传感器产量及市场需求年增长率均在 10%以上。目前世界上传感器的种类约有 2

万种，从事传感器研制和生产的单位已有 5000 余家。我国传感器行业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期，但直到 1986 年"七五"计划开始传感器技术才正式被列入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投入了以

机械敏、 力敏、 气敏、湿敏、生物敏为主的五大敏研究。目前国内可批量或小批量生产约 30∞

种传感器，其中主要传感器产品 l∞0 多种，国产元器件 950 种，基本涵盖了信息采集的各个

领域。国内产品开发涵盖光敏、热敏、力敏、电压敏、磁敏、 气敏、湿敏、声敏、射线敏、离

子敏、 生物敏等各种传感器以及变送器、二次仪表等多种类型的产品，与国外研制领域相当。

"八五"期间，我国把传感器技术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及中长期科技发展重点新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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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繁荣为传感器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巨大的平台。相关学科(如材

料科学、微电子学、数学、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相关产业(如电子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为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物质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传感器技术一定会

取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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