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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电子技术日新月异，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把
人类带到了信息时代，各种电器设备充满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相当大一部分的电器设备都
应用到了传感器件，传感器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中的主要技术之一，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工厂的自动流水生产线、全自动加工设备、许多智能化的检测仪器
设备，都大量地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它们在合理化地进行生产、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避免有
害的作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家用电器领域，象全自动洗衣机、电饭煲和微波炉等都离不开传
感器。医疗卫生领域，电子脉搏仪、体温计、医用呼吸机、超声波诊断仪、断层扫描（CT）及核磁共
振诊断设备，都大量地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传感技术。这些对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和健
康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国防领域，各种侦测设备、红外夜视探测、雷达跟踪和武器的精确
制导，没有传感器是难以实现的。在航空航天领域，空中管制和导航、飞机的飞行管理和自动驾驶、
仪表着陆盲降系统，都需要传感器。人造卫星的遥感遥测都与传感器紧密相关，没有传感器，要实现
这样的功能那是不可能的。　　CSY系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台，主要用于各大、中专院校及职业
院校开设的“传感器原理与技术”、“自动化检测技术”、“非电量电测技术”、“工业自动化仪表
与控制”、“机械量电测”等课程的实验教学。　　CSY998型系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台上采用的
大部分传感器虽然是教学传感器（透明结构便于教学），但其结构与线路是工业应用的基础，通过实
验，可以帮助广大学生加强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并在实验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信号的拾取、转换和分
析，掌握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应具有的基本的操作技能与动手能力。　　CSY2000系列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实验台是在CSY998的基础上，为适应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专业需要，最新推出的模块化的新产
品。其优点在于：能适应不同专业的需要，不同专业可以有不同的实验模板；能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
，作为信息拾取的工具，传感器发展很快，可以不断补充新型的传感器模板；可以利用主控台的共用
源用于学生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自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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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感器检测技术实验教程》以普及传感器基础知识、指导应用传感器为主线，在讲述传感器的工作
原理、特性、测量电路的基础上，详细讲解了电阻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压电式
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和霍尔式传感器以及其他类型传感器的综合技能实训，重点对
读者检测和应用各种传感器的技能进行实训指导。《传感器检测技术实验教程》用简明的语言阐明了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通俗易懂，减少了原理中复杂公式的推导，加强了实用性，能使读者结合实际即
学即用。《传感器检测技术实验教程》可作为高职、中职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数控及自动化专业、仪
器仪表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等课程的实验实谢教材，也可作为电子企业和机电工程技术人员及广大
电子爱好者学习的参考和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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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应变片的粘贴工艺步骤　　（1）应变片的检查与选择。首先要对采用的应变片进行外观检查，
观察应变片的敏感栅是否整齐、均匀，是否有锈斑以及短路和折弯等现象。其次要对选用的应变片的
’阻值进行测量，阻值选取合适将对传感器的平衡调整带来方便。　　（2）试件的表面处理。为了
获得良好的黏合强度，必须对试件表面进行处理，清除试件表面杂质、油污及疏松层等。一般的处理
办法可采用砂纸打磨，较好的处理方法是采用无油喷砂法，这样不但能得到比抛光更大的表面积，而
且可以获得质量均匀的结果。为了表面的清洁，可用化学清洗剂如氯化碳、丙酮、甲苯等进行反复清
洗，也可采用超声波清洗。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氧化，应变片的粘贴应尽快进行。如果不立刻贴片
，可涂上一层凡士林暂作保护。　　（3）底层处理。为了保证应变片能牢固地贴在试件上，并具有
足够的绝缘电阻，改善胶接性能，可在粘贴位置涂上一层底胶。　　（4）贴片。将应变片底面用清
洁剂清洗干净，然后在试件表面和应变片底面各涂上一层薄而均匀的黏合剂。待稍干后，将应变片对
准划线位置迅速贴上，然后盖一层玻璃纸，用手指或胶锟加压，挤出气泡及多余的胶水，保证胶层尽
可能薄而均匀。　　（5）固化。黏合剂的固化是否完全，直接影响到胶的物理机械性能。关键是要
掌握好温度、时间和循环周期。无论是自然干燥还是加热固化都要严格按照工艺规范进行。为了防止
强度降低、绝缘破坏以及电化腐蚀，在固化后的应变片上应涂上防潮保护层，防潮层一般可采用稀释
的粘合胶。　　（6）粘贴质量检查。首先是从外观上检查粘贴位置是否正确，粘合层是否有气泡、
漏粘、破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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