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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题库及答案 

一、名词解释 

1.传感器 

传感器是指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一定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

号的元件或装置。 

2.转换元件 

转换元件就是敏感元件的输入转换成电参量输出。 

3.敏感元件 

敏感元件是指传感器中能直接感受被测量的变化，并输出与被测

量成确定关系的某一物理量的元件。 

4.测量 

测量是借助专门的技术和仪表设备，采用一定的方法去的某一客

观事物定量数据资料的认识过程。 

5.检测 

检测是利用各种物理.化学效应.选择合适的方法与装置，将生产.科

研.生活等各方面的有关信息通过检查与测量的方法赋予定性与定量结

果的过程。 

6.灵敏度 

灵敏度是指传感器输出量的增量与引起输出量增量的输入量的增

量的比值。 

7.测量方法 

测量所采用的方法。 

8.测量误差 

测量值与被测量的真值之间产生的差异。 

9.分辨力 

分辨力是指传感器能检测到输入量最小变化量的能力。 

10.绝对误差 

绝对误差是指被测量的测量值与被测量的真值之间的差值。 



11.满度相对误差 

满度相对误差γm用绝对误差Δ与仪器满量程Am 的百分比表示。 

12.标称相对误差 

标称相对误差 γx用绝对误差Δ与测量值 Ax 的百分比表示。 

13.系统误差 

在相同条件下，多次重复测量同一被测量时，其测量误差的大小

和符号保持不变，或在条件改变时，误差按某一确定的规律变化，这

种测量误差称为系统误差。 

14.随机误差 

当多次重复测量同一被测量时，若测量误差的大小和符号均以不

可预知的方式变化，则该误差称为随机误差。 

15.粗大误差 

明显偏离真值的误差称为粗大误差，也称为过失误差。 

16.静态误差 

当被测量不随时间变化时所产生的误差称为静态误差。 

17.动态误差 

当被测量随时间迅速变化时，系统的输出量在时间上不能与被测

量的变化精确吻合，这种误差称为动态误差。 

18.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法是指在使用仪表或传感器进行测量时，不需要经过任

何运算就能直接从仪表或传感器上读出测量结果的方法。 

19.间接测量 

间接测量法是指用直接测量法测得与被测量有确切函数关系的一

些物理量，通过计算求得被测量的方法。 

20.线性度 

线性度是指传感器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的静态特性曲线偏离直线

的程度，其又称为非线性误差。 

21.应变效应 

导体或半导体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机械变形，其电阻发生变化

的现象称为应变效应。22.压阻效应 



当半导体受到应力作用时，由于载流子迁移率的变化，使其电阻

率发生变化的现象。 

23.露点 

当温度下降到某一温度，水蒸气的气压与同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

的气压相等时，空气中的水蒸气将向液相转化而凝结为露珠，这一特

定的温度被称为空气的露点温度，简称为露点。 

24.电涡流 

由电磁感应原理产生的旋涡状感应电流称为电涡流。 

25.电涡流效应 

电涡流的产生必然要消耗一部分能量，从而使产生磁场的线圈阻

抗发生变化，这一物理现象称为电涡流效应。 

26.零点残余电压 

指衔铁位于中间位置时的差动输出电压。 

27.压电效应 

正压电效应又称为顺压电效应，是指某些电介质，当沿着一定方

向对其施加压力而使其变形时，它的内部就会产生极化的现象，同时

在它的两个表面上会产生极性相反的电荷，当施加的压力去掉后，它

又重新恢复不带电的状态；当压力的作用方向改变时，它内部的极性

也随着改变。 

28.逆压电效应 

逆压电效应又称为电致伸缩效应，是指当在电介质的极化方向施

加电场，这些电介质就会在一定方向上产生机械变形或机械压力，当

施加的电场撤去时，这些机械变形或机械压力也随之消失的现象。 

29.霍尔效应 

把霍尔元件置于磁感应强度为 B 的磁场中时，磁场方向垂直于霍

尔元件，当有电流 I流过霍尔元件时，在垂直于电流和磁场的方向上将

产生感应电动势 EH ，这种现象称为霍尔效应。 

30.不等位电势 

不等位电动势是指当霍尔元件在额定激励电流下，当外加磁场为

零时，霍尔元件输出端之间的开路电压。 



31.热电效应 

两种不同的金属导体组成闭合回路，用酒精灯加热其中的一个接

触点（称为结点），发现放在回路中的指南针发生了偏转，如果用两

个酒精灯对两个结点同时进行加热，指南针偏转的角度反而减小，由

此可知闭合回路中存在电动势并且有电流产生。电流的强弱与两个结

点的温差有关，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 

32.光电效应 

当用光照射在某一物体上时，可以看作是物体受到一连串能量为

hf 的光子轰击，组成这种物体的材料吸收了光子能量而发生相应电效

应的现象称为光电效应。 

33.外光电效应 

外光电效应是指在光线的作用下使电子逸出物体表面的光电效应。 

34.内光电效应 

内光电效应是指在光线的作用下使物体的电阻率发生改变的光电

效应。 

35.光生伏特效应 

光生伏特效应是指在光线照射下，半导体材料吸收光能后，引起

PN 结两端产生电动势的现象。 

36.热释电效应 

在某些绝缘物质中，由于温度的变化引起极化状态改变的现象称

为热释电效应。 

37.均质导体定律 

由一种均质导体（或半导体）组成的闭合回路，不论导体（半导

体）的截面积如何以及各处的温度分布如何，都不能产生热电势。 

38.中间温度定律 

热电偶测温回路中，常会遇到热电极的中间连接问题，如果连接

点的温度为 t ，连接导体 A′或B′的热电特性相同，则总的热电势等于

热电偶与连接导体的热电势的代数和。 

39.中间导体定律 

由不同材料组成的闭合回路中，若各种材料接触点的温度都相同，



则回路中热电势的总和等于零。 

40.超声波 

振动频率高于 20 kHz 的机械振动波称为超声波。 

41.纵波 

纵波是质点的振动方向与传播方向一致的波。 

42.横波 

横波是指质点的振动方向与传播方向相互垂直的波。 

43.表面波 

表面波是一种前进的重力波，固体的质点在固体表面的平衡位置

附近作椭圆轨迹振动，使振动波只沿固体的表面向前传播，且具有很

大的振幅。 

44.多普勒效应 

多普勒效应是指波源在向观察者移动时接收频率变高，波源远离

观察者时接收频率变低。 

45.调制 

为了实现信号的传输，尤其是远距离传输，须把传感器输出的缓

变信号先变成具有较高频率的交流信号，然后进行直流放大，再把信

号传送出去。 

46.解调 

所谓解调就是从已被放大和传输的，且有原来信号信息的高频信

号中，把原来信号取出的过程。 

47.A/D 转换 

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称为 A/D 转换。 

48.D/A 转换 

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称为 D/A 转换。 

49.干扰 

通常把影响检测系统正常工作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总和称为

干扰。 

50.信噪比 

在信号通道中，有用信号功率 PS 与噪声功率 PN 之比，或有用信



号电压 US 与噪声电压 UN 之比。 

51.传导干扰 

传导干扰主要是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信号通过导电介质或公共电

源线互相产生干扰。 

52.辐射干扰 

辐射干扰是指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信号通过空间耦合把干扰信号

传给另一个电网络或电子设备。 

53.工作接地 

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电力系统由于运行和安全的需要，常将配

电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这种接地方式称为工作接地。 

54.保护接零 

保护接零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到零线(或称中性线)上。 

55.保护接地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系统中，为保证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或框

架(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在漏电时，对接触该部分的人能起保护作用

而进行的接地称为保护接地。 

56.重复接地 

重复接地就是将与零线相隔一定距离的多个点分别进行接地。 

57.共模干扰： 

共模干扰是指系统的信号输入端相对于接地端产生干扰电压。 

58.差模干扰 

差模干扰又称为串模干扰，它是指干扰信号叠加在被测信号上的

干扰。 

二、单项选择题 

1. C 

2. B 

3. B 

4. C 

5. B 

6. A 



7. D 

8. A 9．B 10.C 11.B 12.C 13.A 14. B、C、A 15. B 16. D 17. A 

18. C 1 

9. A 20. A 

21. C 22. C 23. D 24.B 25. C 26. D 27. C 28. A 29. C 30. B 31. B 

32. C 33. B 34. B 35. C 

36. D 37. B 38. A 39. C 40. B 

41. B 42. D 43. A 44. B 45. C 

46. A 47. D 48. C 49. D 50. A 

51. B 52. C 53. B 54. B 55.A 

56. B 57. C 58. D 59. D 60. B 

61. C 62. C 63. B 64. A 65. A 

66. C 67. C 68. D 69. C 70. C 

71. A 72. B 73. C 74. C 75. C 

76. D 77. C 78. E 79.A 80. A 

81. B 82. B 83. B 84. A 85. C 

86. C 87. A 88. D 89. E 90. C 

91. A 92. B 93. D 94. B 95. A 

96. C 97. B 98. C 99. B 100. B 101. C 102. A 103. B 104. B 105. 

C 106. B 107. C 108. B 109. C 110. C 111.A 112. C、G 113. D 114. 

B 115. A 116. C 117. C 118. B 119. D 120. C 

121. C 122. B 123. C 124.A 125. A 126. D 127. D 128. D 129. B 

130. A 

三、填空题 

1.可用输出信号 

2.敏感元件、测量转换电路 

3.与被测量有确定关系更易于转换的非电量、电参量输出 

4.传感元件输出的电参量转化成易于处理的电压、电流或频率量 

5. 绝对真实、误差 

6. 真值、理论真值、约定真值、相对真值 



7. 静态测量、动态测量 

8.直接测量、间接测量、组合测量 

9.模拟式测量、数字式测量 

10.接触测量、非接触测量 

11.非接触测量 

12.接触 

13.随机 

14.动态 

15. 动态误差。 

16.机械惯性 

17.电 

18.传感器、数据处理装置、测量转换电路 

19.不变、减小 

20.一半 

21.系统误差、粗大误差、随机误差 

22.按绝对误差、相对误差 

23.基本误差、附加误差 

24.静态误差、动态误差 

25.增加测量次数 

26.零点、灵敏度 

27.时间、温度 

28.浴盆、很高、老化试验 

29.斜率、常数、无关、正切、随工作点变化的变量 

31.初始 

32.不太高、 -50～+150 

33.金属热电阻、半导体热电阻 

34.二氧化钛氧浓度传感器 

35.金属电阻应变片、半导体应变片 

36.高 

37.低 



38.铜热电阻、铂热电阻 

39.小 

40.正比 

41.绝对湿度 

42.相对 

43.单臂工作桥、半桥工作方式、全桥工作方式 

44.金属丝式、金属箔式、金属薄膜式 

45.低 

46.全桥工作方式、半桥工作方式、单臂工作桥 

47.铂热电阻、 0℃时的阻值 

48.同轴电缆、双绞线、抑制电场干扰、抑制磁场干扰 

49. NTC 热敏电阻、蓄流 

50.减小、与 TiO2 串联 

51.烧掉附着在探测部分的油物和灰尘、加速气体的氧化还原反应 

52.减小、增加 

53.恒压 

54.敏感栅、覆盖层 

55. 线路补偿法、电阻应变片自补偿法 

56.差分、负 

57.三线制 

58.PTC 热敏电阻、NTC 热敏电阻、 CTR 热敏电阻 

59.金属氧化物陶瓷湿敏电阻式传感器、金属氧化物膜型湿敏电阻

式传感器、高分子材料湿敏电阻式传感器 

60.完全相同、活动衔铁 

61.自感式、互感式 

62.差动形式 

63.线性 

64.非接触式 

65.螺线管式 

66.差动形式 



67.电涡流 

68.减小 

69.构成两个电容 

70.调幅式 

71.非接触测量 

72.聚四氟乙烯套管 

73.非接触测量 

74.非接触测量 

75.聚四氟乙烯套管 

76.电容变化 

77. 固定极板、可动极板、可动、固定极板、两极板距离、电容量 

78.线位移或测角位移 

79.固体或液体的物位 

80.微小 

81. 变面积式、变介电常数式、变间隙式 

82.改善非线性度、提高灵敏度、提高传感器的稳定性。 

83. 大小、方向 

84. 60f/z 

85.限制振幅大小、△f、△U 

86.金属、半导体 

87. 薄片 

88.线性型、开关型 

89.极化、极性相反的电荷 

90.压电晶体、压电陶瓷 

91.单 

92.多 

93.正压电效应 

94.逆压电效应 

95.动态 

96.电荷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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