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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传感器技术就被广泛地应用在日常信息、通信、汽车、医疗等

外围精密设备上，其中又以汽车工业作为车用传感器产品最为突出，随着电子

技术的发展，汽车电子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的机械系统已经难以解决某些与

汽车功能要求有关的问题，因而将逐步被电子控制系统代替。传感器作为汽车

电控系统的关键部件，其优劣直接影响到系统的性能。目前，普通汽车上大约

装有几十到近百只传感器，豪华轿车上则更多。车用传感器作为汽车电子控制

系统的信息源，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也是汽车电子技术领域研究

的核心内容之一。汽车电子化和自动化程度越高，对传感器的依赖性就越大，

因此，国内外都将车用传感器技术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目前，电子零部

件在平均每辆高档车零部件成本中占有 30%的比率，汽车传感器多达上百至数百

只，以往安装在豪华、高档车或专用车辆上的先进传感器，现也纷纷落户在中、

低档车上。 

一般在车上使用的传感器就是将传感器产生的模拟信号及数字信号输入

到电控单元（ECU）的输入电路中，也就是说，它将汽车运行中各种工作状况

信息，包括：车速、车况及各种介质的温度、发动机运转工作状况及路面信息

等，转化成电信号输给 ECU，以使发动机处于最佳工作状态，排放废气污染

为最小，车身稳定控制，实现安全行车。 

2005年全球车用传感器产值为 105亿美元，预计到 2010年将提高至 142

亿美元，年平均成长率为 6.1%。 

随着汽车市场对于驾驶安全、舒适性及操控性等要求持续提升，对分散在

负责安全、舒适与环保等各个车用次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提升安全功能

的各式传感器，占了整体传感器数量的 50%以上，年平均增长率最高，达到

了 13.7%，因此从汽车安全角度来看，传感器应用是极为关键性的电子组件。 

汽车安全发展至今，其终极目标就是降低事故发生率，而这也是车用传感

器发展以来最重大的目标之一。目前已有许多感测技术，甚至是雷达技术都已

实际应用在汽车上，藉以提升汽车驾驶的安全性。 

“车用雷达技术”，就是将高频无线电波发送出去，再透过接收由前方车辆 

等反射回来的射出毫米波，来检测车间距离及车辆位置，再加上算法来提高毫

米波的接收灵敏度。如果侦测范围内有物体，反射信号很强，雷达系统会测量

其发送信号到接收到反射信号所需要的时间。物体越远，发射和接收差距时间

越长，用这种方式来计算车与物体之间的距离。 



 

 

汽车所使用的夜视系统，大多以近红外线和远红外线类型为主。 使用远

红外的特点是：当遇到对向车辆的前照灯、信号灯及道路标识发生反射等情况

时也不会晃眼，及在对向车辆也配备有远红外线夜视系统时也不会相互干扰。

而与远红外图像传感器相比，近红外线的夜视系统能够以较低成本完成。  

车体上的机械结构都已受到电子设备掌控，车体内的空间有限，因此，电

子控制单元应与机械结构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电路及组件的微型化、

模块化是必然趋势，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将传感器组件微型化有其优点。现代

汽车微机电子技术发展的车用传感器发展趋势应朝多功能化、模块化、智能化、

微型化技术方向发展。  

许多汽车厂商为了严格把关车上电子产品稳定度及品质，对其可靠度及信

赖度要求极为严格。因此，诸多车用传感器的重要关键主动组件已有固定供货

商提供，包括 Freescale、Infineon、STM、Renesas、Toshiba、NEC 等一级供

应链中的车用电子大厂。预计未来 5年内将出现更小、更轻、处理能力更强的

传感器。 

在修订时，删去了第 14 章磁场传感器的前半部分内容、第 16 章其他传感

器、第 17 章直喷式发动机与传感器、第 18 章更新型传感器与集成型传感器和

第 19 章电动车与代用燃油车用传感器。 

增加的内容有：MEMS 空气流量传感器的传感部件；发动机控制用小型

压力传感器；利用微控制技术的高压传感器；共轨系统用超高压传感器；采用

压粉铁心的电动助力转向用非接触式扭矩传感器；接触式转向角度/扭矩传感

器；动力传输系统用磁滞伸缩式扭矩传感器；高分解能力的角度传感器；高分

解能力的转向角度传感器；GMR 电阻的功能与特点；GMR 元件在转速传感

器上的应用高精度高可靠性 MEMS 加速度传感器；汽车用电流传感器与霍尔

元件；横摆角速度检测用传感器。 

在修订过程中，尽管作者做了许多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有限，书中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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