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感器技术 

Sensor Technology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50344】 

课程学分：【3】 

面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传感器原理及引用 吴建平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第一版）】 

辅助教材【物联网技术应用之无线传感网实训教程 自编教材】 

参考教材【物联网传感器技术与应用 黄玉兰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第 

一版）】 

先修课程：【数据结构 2050082（4）】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重点叙述了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和

基本特性，同时详细介绍了传感器的工程应用和使用方法，对各种类型的传感器都有较为系

统和全面的论述。为适应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也纳入了新型传感器的介绍。 

三、选课建议 

传感器课程适合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必修，除了学过电路原理外，这些学生已掌握 1-2 门程

序设计语言和数据结构，从而具备了学好该课程的抽象能力和基本必要的知识。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五、课程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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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够在了解了传感器技术的基本原理

后，根据提供的硬、软件环境独立自主

地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 

实训教学 

课外自学 

阶段性测试 



 

 

六、课程内容 

第 1 章 传感器的作用和地位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知道传感器的作用和地位；知道传感器的现状和发展；知道传感器的

定义、组成、分类及图形符号。 

本章重点：传感器的作用和地位；传感器的现状和发展。 

本章难点：传感器的定义、组成、分类及图形符号。 

 2 理论课时。 

第 2 章 传感器的基本特性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传感器的静态特性；理解传感器的动态特性；理解传感器的校准。 

本章重点：传感器的静态特性；传感器的动态特性。 

本章难点：传感器的校准。 

2理论课时。 

第 3 章 电阻式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知道金属丝电阻应变片的结构、种类、工作原理和主要特性；学会运用

电阻应变片的直流电桥电路、交流电桥电路、电阻应变电路和相敏检波电路等测量电路的设计；

知道各类电阻式传感器的应用；知道半导体压阻式传感器。 

本章重点：金属丝电阻应变片的结构、种类、工作原理和主要特性。 

4理论课时。 

第 4 章 电容式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类型；理解电容式传感器的输出

特性；理解电容式传感器的测量电路；接电容式集成传感器。 

2 1.掌握传感器基本特性、分类和作用 课堂教学 期末考核 

2.理解传统的电阻式、电容式、电感式、

磁感压电式和光电式的传感器的原理

及其应用 

课堂教学 期末考核 

3.掌握简单传感器的采集与控制程序

设计方法，并完成传感器之间的点对点

数据传输。 

课堂教学 

实训教学 

 

期末考核 

3 当同学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主动帮助

同学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课堂教学 

实训教学 

 

同辈评估 

自我评价 



 

本章重点：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类型。 

本章难点：电容式传感器的测量电路。 

4理论课时。 

第 5 章 电感式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知道变磁阻式传感器（自感式）的工作原理、输出特性及常见应用；知

道差动变压器式传感器（互感式）的工作原理、输出特性及常见应用；知道电涡流式传感器工作

原理、输出特性及常见应用。 

本章重点：变磁阻式传感器（自感式）的工作原理、输出特性及常见应用。 

3理论课时。 

第 6 章 磁电、磁敏式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磁电感应式传感器（电动式）的工作原理、结构形式及应用；理

解霍尔传感器的效应、元件及集成霍尔传感器；理解磁敏元件中的磁敏电阻器和磁敏晶体管。 

本章重点：磁电感应式传感器（电动式）的工作原理、结构形式及应用 

3理论课时。 

第 7 章 压电元件与超声波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正压电效应和逆压电效应；了解常见的压电材料，如石英晶体、

压电陶瓷和聚偏氟乙烯压电材料；理解测量电路的设计方法；知道压电传感器的各种应用；理解

超声波传感器的物理性质和结构原理。 

本章重点：正压电效应和逆压电效应；常见的压电材料 

本章难点：超声波传感器的物理性质和结构原理 

4理论课时。 

第 8 章 光电效应及光电器件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内光电效应和外光电效应；理解常见光电器件，如光电管、光电

倍增管、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等器件；知道光电器件的应用实例；知道光栅式传感器的原理。 

本章重点：内光电效应和外光电效应；常见光电器件。 

4理论课时，2实践课时。 

第 9 章 新型光敏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知道新型固态光敏传感器的原理；理解CCD148器件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知道光纤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和光波调制技术。 

本章重点：新型固态光敏传感器的原理；光纤传感器的结构、原理。 

3理论课时。 

第 10 章  半导体式化学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电阻型和非电阻型半导体气敏传感器的原理；能理解湿敏传感器

的特性参数；能知道离子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和应用案例。 

本章重点：电阻型和非电阻型半导体气敏传感器的原理。 

本章难点：敏传感器的特性参数。 

3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 

第 11 章  射线式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知道核辐射的物理基础；理解射线式传感器的原理以及各种应用。 

本章重点：核辐射的物理基础。 

3理论课时。 

第 12 章  热电式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热温度传感器的分类和温标；掌握热电偶的原理；知道热电阻与

热敏电阻的原理；理解集成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原理；理解红外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案例。 

本章重点：红外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案例；热温度传感器的分类和温标。 

本章难点：热电偶的原理。 

4 理论课时，2 实践课时。 

第 13 章  生物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生物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分类和特点；知道酶传感器的特性、结

构、原理、技术以及应用；知道免疫传感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知道微生物传感器的原理、固定

化和应用；知道血糖测试仪与水源监测光纤阵列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本章重点：酶传感器的特性、结构、原理、技术以及应用；免疫传感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本章难点：血糖测试仪与水源监测光纤阵列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3 理论课时。 

*第 14 章  集成智能传感器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理解各种新型集成智能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本章学生自学 

*第 15 章  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能知道无线传感网络和物联网的基础概念和行业内常用的典型传感器。 

*本章学生自学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备注 

1 
人体红外传

感器实验 

主要掌握人体红外传感器的

参数采集和信息显示 
3 实训型 

Windows 7 操作系统；

IAR 

2 
温湿度传感

器实验 

主要掌握温湿度传感器的参

数采集及信息显示 
3 实训型 

Windows 7 操作系统；

IAR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毕辰龙                      系主任审核签名： 

审核时间：    

总 评 构 成

（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期终开卷考 60% 

X1 课后习题 20% 

X2 课堂展示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