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概述
1.掌握安全检测的定义，安全检测仪器、安全监测仪器和安全监测系统的含义。
（1）安全检测是为了及时获取工业危险源的安全状态信息， 将信息通过物理或化
学的方法转化为可观测的物理量（模拟或数字信号）的过程。
（2）安全检测仪器是由传感器及信息处理、显示单元组成的仪器。
（3）安全监测仪器是将安全检测器集于一体并安装于现场， 对安装状态信息进行
实时检测的装置。
（4）安全监测系统只将检测器或传感器安装于现场，而信息处理、显示、报警等
单元安装在远离现场的控制室内。
2.掌握安全检测技术的特点， 安全检测研究的内容 （研究的主要内容）、工业安全
的任务、安全检测的任务
（1）安全检测技术的特点：

? 安全检测系统自身必须有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
? 预测异常现象具有高难度
? 检测点分布范围大
? 检测系统维护的难度大
? 涉及多领域多学科

（2）安全检测研究的主要内容： 1)确定被测量的检测原理 ；2)确定被测量的检
测方法； 3）设计确定检测系统； 4）检测（数据）结果处理。
（3）工业安全的任务：依靠新的知识，采用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法，杜绝和预防
生产过程中暴露的或潜伏的不安全因素。
（4）安全检测的任务：
3.掌握传感器的定义，传感器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
（1）传感器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
或装置。
（2）传感器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两部分组成。
（3）敏感元件的作用：直接感受或测量非电量，输出与被测量成确定关系的其他
量。

转换（传感）元件的作用：将敏感元件感受或响应的被测量转换为适于传输
或测量的电信号部分。
4.了解传感器的分类：
（1）按输入量分：压力、湿度、光传感器
（2）按工作原理分：应变式、电容式、压电式、热电式传感器
（3）按物理现象分：结构型、物性传感器
（4）按能量关系分：能量转换型、能量控制型传感器
（5）按输出信号分 :模拟式、数字式传感器

第二章 检测系统的一般特性
1、掌握信号的概念、信号的分类
（1）信号是可以反映被测系统的状态或特征的信息， 是带有一定信息的时间函数
（2）信号分类（ p14页）
2、理解真值、指定值、标称值和示值的概念，掌握误差的分类和计算、精度高低
与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的关系

（1）真值：检测某一过程参数时，该参数在一定条件下总有一个客
观存在的量值，通常称之为真值。



指定值：
标称值：
示值：

（2）误差的分类：
1）按表示方法分：绝对误差、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某一物理量的测量值 x 与真值 A0的差值。即△ x=x-A0 

相对误差： a）实际相对误差 SA：绝对误差△ x 与被测量的约定真值 A的百
分比。即 SA=△x/A×100% 

 b) 示值相对误差 SX：绝对误差△ x 与仪器示值 X的百分比。即 SX=
△x/X×100% 

c)满度相对误差 Sm：绝对误差△ x 与仪器满度值 Xm的百分比。
即 Sm=△x/Xm×100% 

2）按误差性质分：系统误差、随机误差
系统误差：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物理量时， 其误差的绝对值和符号保

持恒定，或在条件改变时，按某一确定的规律变化的误差。
随机误差：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物理量时， 在已消除引起系统误差的

因素之后，测量结果仍有误差，而其变化是无规律的随机变化，
这种误差称为随机误差。

精度高低与系统误差、 随机误差的关系：测试结果的精度表示测试的总误差，
平时说测试精度高是指测试的准确度和精确度都很高，而测量的
准确度由系统误差表征，系统误差越小，表明测量准确度越高。
通常测量量精度表征随机误差的大小，随机误差越小，精确度越
高。所以，测试结果的精度高，也就是说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都
很小。

3、掌握检测系统的静态特性以及衡量其好坏的重要指标：
（1）检测系统的静态特性指被测物理量处于稳定状态时的检测系统的输入——输

出特性。
（2）衡量检测系统静态特性的重要指标：线性度、灵敏度、迟滞和重复性。

? 线性度——指实际特性曲线与拟合直线偏离的程度。
? 灵敏度——指传感器或测试系统在稳态下输出变化值△ y 与输入变化值△

x 的比值，用 K表示。即 K=△y/△x 
? 迟滞——值传感器正（输入量增大）反（输入量减小）行程的输出——输
入特性曲线不重合的程度。

? 重复性——指测试系统或传感器在输入量按同一方向作全量程连续多次
变动时所得的特性曲线不一致的程度。

4、闭环系统的输入量、输出量、反馈量与闭环系统的传递系数的关系。 （p25页）
第三章 压力检测

1.掌握压力检测的方法
(1) 直接比较法：将被测力直接通过杠杆系统与标准质量（砝码）的重量进行平
衡的方法。
（2）间接比较法：将被测力通过测力传感器，按比例转换成其他物理量，然后与
标定值比较来求得力的大小。
2.掌握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
应变片的工作是建立在敏感元件应变效应的原理上的。 金属丝的电阻随着它的



机械变形的大小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的现象称为金属丝的电阻应变效应。
3.熟悉电阻应变片的优缺点

? 优点： 1）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性能稳定可靠
           2 ）易于实现检测系统自动化和多点同步测量，远距离测量和遥测
           3 ）灵敏度高、检测速度快，适合静态、动态检测

4）可以检测多种物理量
? 缺点：具有非线性，输出信号微弱，抗干扰能力较差

4.金属丝的灵敏系数 K0取决于哪两个因素的影响（ p46页）
金属丝的灵敏系数为 ，其影响因素为（ 1） 表

示形变所引起的变化， 即由金属丝受拉伸后， 材料的 几何尺寸发生变化而造成
的影响。（2） 表示材料的电阻率随应变所引起变化，即当材料发生变形时，
其自由电子的活动和数量均发生了变化的缘故，这项可为正值也可为负值，但作
为应变片材料，都选正值。
5. 根据电阻应变片的结构分类 (熟悉回线式、短接式、箔式和薄膜式应变片各自
的特点）
（1）回线式应变片片 优点：制作简单、性能稳定，价格便宜、易于粘贴。 缺
点：横向效应比较大。
（2）短接式应变片 优点：克服了回线式应变片的横向效应。 缺点：由于
焊点多，在冲击振动条件下，易在焊点处出现疲劳破坏，因而制造工艺要求高。
（3）箔式应变片 优点：尺寸精确、灵敏系数大、散热条件好，蠕变、机械滞
后较小，疲劳寿命高。
（4）薄膜应变片 优点：敏感度高，允许电流密度大，工作温度范围广。 缺
点：很难控制其电阻对温度和时间的变化关系。
（5）半导体应变片 优点：尺寸、横向效应、机械滞后都很小，灵
敏系数极大。 缺点：电阻值和灵敏系数的温度稳定性差，测量较
大应变时非线性严重，灵敏系数随受拉或受压而变，且分散度大。
6.应变片的灵敏度系数恒小于金属丝的灵敏度系数的原因 （知道什么是横向效应
原因：除了胶体传递变形失真外，主要还存在着横向效应。在测量纵向应变时，
圆弧部分产生一负的电阻变化，从而降低了应变片的灵敏度。这种现象称为横向
效应。（p52页）
7.电阻应变片的动态特性
（1）应变片的电阻值

它是指用来安装的应变片， 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 于室温条件下测定的电阻
值，也称原始阻值。
（2）灵敏度（ k）

金属丝的电阻相对变化与它所感受的应变之间具有线性关系， 我们用它的灵
敏度系数 K0表示。
（3）横向效应

在测量纵向应变时， 圆弧部分产生一负的电阻变化， 从而降低了应变片的灵
敏度。这种现象称为横向效应。
（4）允许电流

指不因电流产生热量影响检测精度，应变片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
（5）应变极限

粘贴在试件上的应变片所能测量的最大应变值叫应变极限。



（6）机械滞后、零点漂移和蠕变
机械滞后指对粘贴的应变片， 在温度一定时， 增加和减少机械应变过程中同

一机械应变量时指示应变的最大差值。
零点漂移指已粘贴好的应变片， 在温度一定和不承受机械应变时， 指示应变

随时间的变化。
蠕变指已粘贴好的应变片， 在温度一定并承受一个恒定的机械应变时， 指示

应变随时间的变化。
8.压阻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什么是压阻效应）
工作原理：固态压阻式传感器是根据半导体材料的压阻效应在半导体材料的基

片上扩散电阻制成的， 基片直径作为检测传感元件。 扩散电阻在基片内组成电桥，
当基片受到压力或力作用产生变形时，各电阻值发生变化，电桥产生相应的不平
衡输出。
压阻效应——半导体材料受到压力作用时， 其电阻率发生明显变化， 这种现象

称为压阻效应。
9. 压电效应有两种，定义各是什么？
压电效应——某些物质在沿一定方向受到拉力或压力作用而发生变形时，其表

面上会产生电荷。若将外力去掉，它们又重新回到不带电状态，这种现象称为压
电效应。
逆压电效应——沿电介质极化方向施加电场或使其带电，它将产生机械变形，

当电场或电荷撤去后，变形随之消失，这种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现象称为逆压
电效应或电致伸缩效应。
10.用压电传感器简单设计一个测试系统，画出系统方框图，并说明测试过程。
（p80页或作业）
11. 熟悉晶体切片的规定，掌握石英晶体切片上电荷符号与受力方向的关系：
（p70页或作业）
12.压电传感器配置的前置放大器有两种：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其前置放大器有电压放大器和电荷放大器。

（1）使用电压放大器时，整个测量系统对电缆电容的变化非常敏感，尤其是连接
电缆的长度的变化更为明显，因此不适于远距离测量。
（2）使用电荷放大器时，电缆长度变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这是电荷放大器最突
出的一点，适用于远距离测量。但电压放大器比电荷放大器电路简单、元件少、
价格便宜。
13.什么是传感器的标定
任何一种传感器在研制成功后， 都必须按技术要求进行一系列的试验， 以验证

它是否达到原设计指标，并通过试验数据来确定传感器的基本性能。传感器的标
定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 静态标定的目的是确定传感器静态特性指标， 如线性度、
灵敏度、滞后和重复性等。动态标定的目的是确定传感器的动态特性参数，如频
率响应、时间常数、固有频率和阻尼比等。

第四章 温度检测
1.温度标定方法（经验温标） （P100页）
经验温标包括摄氏温标和华氏温标。
摄氏温标：所用标准仪器是水银玻璃温度计。 分度方法是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

水的冰点为零度，沸点为 100 度，水银体积膨胀被分为 100 等份，对应每份的温
度为 1摄氏度。



华氏温度：标准仪器是水银温度计，选取氯化铵和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零度，
人体温度为 100度，水银体积膨胀被分为 100等份，对应每份的温度为 1华氏度。

华氏温度 =9/5×摄氏温度 +32 
2.温度测量方法及分类：（p100页）
（1）热电法测温
（2）电阻法测温
（3）辐射法测温
3.熟悉常见的接触法测温仪表和非接触测温仪表
4.热电偶的工作原理  --- 热电效应
用 A、B两种不同的金属导线组成一个闭合回路， 当导体 A与 B的两个接点 1和

2 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定大小的电流，这
种现象即称为热电效应。
5.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有哪两种 ? 
（1）接触电势——当两种导体 A、B 相接触时，由于二者的逸出功不同，即电子
脱离金属表面所需的功不同，逸出功较小的金属（ A）中电子逸向逸出功大的金属
(B)，这样金属 A因失去电子而提高电势，金属 B则因得到电子而降低电势，因而
在两金属的接触点便形成了接触电势。接触电势值等于二金属的逸出功之差，它
与金属的物性及温度有关，与尺寸及形状无关。
（2）温差电势——对一根金属导线而言，当该导线两端处于不同温度时，对应的
自由电子能量也随之不同，致使高温端的电子向低温端扩散，结果，高温端积累
正电荷，低温端积累负电荷，达到平衡后便构成两端间的温差电势。
6.热电偶适于远距离测温的主要原因  (P104 页）
当组成热电偶的电极材料均匀时，其热电势的大小与热电极本身的直径和长度

无关，只与工作端的温度有关。因此，用各种不同材料可以做成多种用途的热电
偶，以满足不同强度检测的需要。
7.检测仪表的引入对热电偶测温有无影响，为什么？
没有影响。因为通过补偿导线引入检测仪表后，只是把热电偶的参比端延伸到

远离高温区的地方，从而使参比端的温度相对稳定或变化范围缩小，而不影响回
路中的热电势的变化，即不影响热电偶的输出。
8.补偿导线的定义、分类及其作用： （p108页）
定义：
分类：补偿型补偿导线、延伸型补偿导线
作用：把热电偶的参比端延伸到远离高温区的地方，从而使参比端的温度相对

稳定或变化范围缩小。 它并不能使参比端 恒定在 00C以上，也不能起到补偿作用，
而是把热电极延长。
9.中间导体定律及其推导过程（ p109页 或 作业）
中间导体定律：当引入第三导体 C时，只要保持第三导体两端温度相同，接入

导体 C后，回路总电势不变。其推导过程（看作业）
10. 热电偶的分类及表示方法： （p105页）
（1）按组成热电偶的材料分：
① 廉价金属热电偶：铁——康铜、镍铬——镍硅、镍铬——考铜
② 贵金属热电偶：铂铑 10 ——铂、铂铑 30——铂铑 6  

③ 难熔热电偶：钨——铼、钨——钼
④ 非金属热电偶：二氧化钨——二氧化钼、石墨——碳化物



（2）按用途和结构分：
① 普通工业用热电偶：直形、角形、锥形
② 专用的热电偶： 钢水测温的消耗式热电偶、多点式热电偶、表面测温热

电偶
11. 金属热电阻的特点：（p109  或 作业）
（1）铂电阻 特点：1）优点：耐氧化能力强；易于提纯、重复性好；有良

好的工艺性；电阻率较高。  2 ）缺点：电阻温度系数小；在还原介质中工作时易
被玷污变脆 ；价格极贵。

（2）铜电阻 特点：在 -50 0C-1500C 的使用温度范围内，铜电阻与温度的关
系呈较好的线性关系；电阻温度系数比铂高，但电阻率低；易于氧化，不适于在
腐蚀和高温下工作；易于提纯，价格低。

（3）镍和铁热电阻 特点：1)优点：灵敏度高；电阻率较高。  2) 缺点：铁
容易氧化，而镍非线性较严重，提纯困难，再现性较差。

（4）铑铁热电阻 特点：灵敏度和稳定性高；重复性较好。
（5）铟热电阻
（6）锰热电阻 特点：电阻随温度变化大，灵敏度高；材料脆，难拉成丝。
12. 熟悉半导体热敏电阻的分类（ p112）
（1）按电阻温度特性分 : 
①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NTC) 
②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PTC) 
③ 临界负温热敏电阻（ CTR) 
（2）按热敏电阻的结构形状分：片状、杆状、珠状、线状、薄膜型。
（3）按制造材料分：陶瓷热敏电阻、单晶热敏电阻、非晶热敏电阻、塑料热
敏电阻、金刚石热敏电阻。
（4）按工作温度范围分：

        1) 低温热敏电阻（低于 -55 0C）
        2) 常温热敏电阻（ -55 0C-3150C) 
        3) 高温热敏电阻（高于 3150C）

13. 熟悉辐射的三个基本定律的含义（ p115）
（1）普朗克定律——温度为 T（K）的物体，在波长为 处的分频辐射强度 为

（2）斯忒潘 -波尔兹曼定律——物体的温度越高， 它所辐射出来的能量越 多。
当温度为 T时，物体在所有波长上的总辐射强度 为：

（3）维恩位移定律——热辐射发射的电磁波中包含着各种波长。 从实验可知，
物体峰值辐射波长 与物体自身的绝对温度 T成反比，即

14. 掌握辐射法测温的主要原理，会画其测温装置的原理图并说明其各个部
分的作用。（p116  或 作业）

（1）原理：任何物体只要其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则可以不断地发射红外辐射。
由斯忒潘 -波尔兹曼定律可知：温度越高，辐射功率就越大。只要知道物体的温度
T和它的比辐射率 ，就可以算出它所发射的辐射功率 W。反之，若知道物体所发
射的辐射功率，则可求出它的温度。

（2）原理图（见 116页）



（3）各部分作用：
目标——是辐射红外光的辐射源， 它辐射的红外光经光学系统聚集处理， 送

至热敏电阻。
光学系统——把被测物体辐射的红外光聚集到热敏元件上。
红外光检测元件——将温度变化转换成电信号。
电子放大器和指示器——测量、放大和显示由灵敏元件输出的被测信号。
调制器——由于直流放大器有零点漂移的缺点，故往往先对辐射量进行调

制，变成交流信号，再采用交流放大器进行放大。调制器由微电机带动调制盘组
成，调制盘是个带有八齿儿槽、等分均匀、严整的圆形铁片，当电机转速不同时，
可调制出不同的频率。

第五章 光电检测
1、红外线和紫外线的作用（ P132）
（1）红外线作用： 1）生产中常用红外线的热效应（物体吸收了红外线就会发热）
来烘热物体；2）由于红外线不收白天和夜晚的限制， 因此它广泛应用于卫星摄影、
夜视技术及遥感监测等各个领域。
（2）紫外线作用： 1）因其有较强的化学作用，能使某些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2）
紫外线有明显的生理作用，可用来杀菌。例如：医院中常用紫外线对病房和手术
室消毒，治疗皮肤病和软骨病等。 在安全检测技术中， 利用紫外线对物质进行 “荧
光分析”，监视火焰温度等。
2.熟悉描述光辐射的主要参数 (光通量、光强度、光亮度和光照度（ p132）
（1）光通量——指光源的总辐射通量在人眼中引起的总光通量，单位是流明。
（2）光强度——光源在给定方向的单位立体角中发射的光通量， 我们称它为光源
在该方向的光强度，简称光强。单位为烛光。 1烛光=1流明 /1 球面积
（3）光亮度——简称亮度， 某方向上的亮度等于该方向上的光强度与发光表面在
垂直于该方向的平面上的投影面积之比，亮度单位为为尼特。 1尼特=1烛光 /米 2

（4）光照度——简称照度，是光通量与其受照面积之比，单位为勒克斯。
     1 勒克斯=1流明 /米 2

3.光电效应 (内 外光电效应 ) 光电导效应 光伏效应（ p133)  
外光电效应——入射光子使吸收光的物质表面发射电子，这种效应称为外光电

效应或光发射效应。
内光电效应——光激发的载流子（电子或空穴）仍保留在样品内部称为内光电

效应。内光电效应又分为光电导效应和光伏效应（即光电动势效应） 。
4.光电效应的规律（ p133) 
（1）对任何一种金属， 都存在一个极限频率， 入射光的频率必须大于这个极限频
率，才能产生光电效应。
（2）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随入射光频率的增大而增大，而与入射光强度无关。
（3）入射光照射到金属上时，光电子发射几乎是瞬时的。
（4）当入射光的频率大于极限频率时，光电流强度与入射光的强度成正比。
5.光电倍增管的特点及主要性能参数（ p136) 
（1）特点：1）优点 : 高增益；高灵敏度；超低噪声；光敏区面积大；耐高温和抗
辐射。
           2 ）缺点：灵敏度因强光照射或因照射的时间过长而降低，停止照射
后又部分地恢复，这种现象称为“疲乏” ； 光阴极表面各点灵敏度不均匀。
（2）主要性能参数：暗电流、响应时间



暗电流——在全暗条件下工作，阳极上也会有电流输出，这种电流称为暗电
流。暗电流决定了所能检测的最小光信号。暗电流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光阴极和第
一倍增极的热电子发射，所以，冷却会显著降低暗电流。

响应时间——描述响应快慢的参数。定义为当光阴极由光脉冲照射时，光电
倍增管输出峰值从 10%上升到 90%所需时间，光电管的结构设计和电极间的场强是
影响响应时间的主要因素。

6.半导体的分类 (施主杂质 受主杂质以及 n p半导体的对应关系及特 （p142) 
7.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 表示符号以及特点 光敏三极管的符号（ pnp npn)(p138) 
（1）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光敏电阻没有极性，使用时可加直流偏压，也可以加
交流电压。当无光照时，光敏电阻值很大，电路中电流很小，负载电阻 RL上的压
降也很小。当光敏电阻受到一定波长范围的光照射时，它的阻值急剧减小，因此
电路中电流急剧增加， RL上的压降也增大，因此可用于安全检测中使用。
（2）特点：1)优点：灵敏度高；光谱响应范围宽；所测光强范围宽；体积小、重
量轻、使用方便；性能稳定、价格便宜。
           2 ）缺点：强光照射下，光电转换线性差；频率响应低。
8.亮电流、暗电流和光电流 （p139）
亮电流——指在规定的外加电压作用下，受到光照时流过光敏电路的电流值，

以 I l表示。
暗电流——是加有规定的外加电压的光敏电阻， 既使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也有

一个微小的电流流过，这个电流称为暗电流，以 I D表示。
光电流——是指亮电流与暗电流之差，以 I L表示。即 I L=I l -I D

9光电池光照强度与短路电流 Isc 和开路电压 Uoc的关系 (p146) 
光电池的开路电压 Uoc与光谱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光照为 200lx 时就趋向饱

和了。短路电流在很大范围内与光照度成线性关系。因此光电池作为检测元件使
用时，应把它当作电流源的形式来使用，这样可以利用短路电流与光照度成线性
关系的优点。而不要把它当成电压源使用。
光电池的短路电流是指外接负载电阻相对于它的内阻来说是很小的电流值。 从

实验可知，负载越小，光电流与照度之间的线性关系越好，而且线性范围越宽。
负载电阻越小越好。
10.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p148) 
（1）工作原理：发光二级管和普通二极管一样，管芯是由 PN结组成，具有单向
导电的特性。当给 PN结加上正向电压后，使 PN结势垒降低，载流子的扩散运动
大于漂移运动，致使少数载流子在结区的注入和复合而产生辐射发光，这就是发
光二级管的基本工作原理。
（2）特点：伏 -安特性曲线；正向饱和压降 U；最大工作电流；响应时间。
11、光电耦合器的特点（ p150）：能有效抑制噪声；信号传输有单向性，无输出至
输入的反馈效应；电路设计简单而且灵活；小型，耐震，无触点，寿命长
12.应用举例中主要掌握烟雾报警器 /保险柜的工作原理
烟雾报警器： 白炽灯与光敏电阻之间有一定的间隙。当没有烟雾存在时，硫化镉
光敏电阻受到白炽灯照射时， 阻值变小。使 Q1管的基极电位低于发射电位而截止，
Q2也截止，其集电极为高电位，于是齐纳二极管 ZD导通，触发晶闸管导通，继
电器吸合，对用电器供电。
保险柜的工作原理 （1）当保险柜闭合时，开关 S断开，无电源， BG1处于截止状
态，不报警。



（2）白天，当工作人员打开柜子时，它寂静无声。白天即使打开柜门，虽然 S闭
合，RG呈较强光线作用， 照射而呈低电阻， 可以调节电阻 R1，使得 A点电位偏低，
低于 0.7，BGl处于截至状态，  KD-9561 得不到工作电压，报警器不工作。
（3）当夜晚打开柜门时， S接通，RG无光线作用而呈高电阻， 使得 A点电位升高，
BG1获得合适偏流导通，大于或等于 0.7 伏时，报警集成块 KD-9561工作，发出
报警器信号，经放大器 BG2 、BG3放大后，由扬声器发出声音。

第六章 气体检测
1.表面电阻控制传型和体电阻控制型气敏感器的工作原理 。表面电阻控制传型（ p160）：是
基于半导体表面与吸着气体交换电子，使材料电阻发生变化； 体电阻控制型气敏感器

（p168）：利用化学反应性强，易于还原氧化物半导体材料在较低位温度下，与气体接触时
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使晶体结构缺陷状态放生变化， 因而导致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特性制作而

成

2.接触燃烧式气敏元件工作原理（ p174）：接触燃烧式气敏元件采用检测触媒接触燃烧所产
生的燃烧热原理而制成的气敏元件

第七章 湿度检测

1掌握湿度的三种表示方法（ p184）：混合比；比湿度；体积比；摩尔分数和饱和度等。
2 了解湿敏元件的特性参数（ p187）： 湿度量程、感湿特性、灵敏度、湿度温度系数、响

应时间

湿度量程： 是指湿敏元件能比较精确测量的环境湿度（或绝对湿度）的最大范围

感湿特性： 湿敏元件的阻值（或电容、击穿电压等）随环境相对湿度（或绝对湿度）变化的

特性，称为元件的感湿特性

灵敏度： 是指湿敏元件的感湿特征量（电阻、电容）随环境湿度改变而改变的程度

湿度温度系数： 表示元件的感湿特性曲线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