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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是能夠感受規定的被測量並按

一定規律轉換成可用輸出的信號之

器件，感測器技術是實現測試與自動控

制的重要環節，傳感技術大體可分3代，
第1代是結構型感測器。它利用結構參量
變化來感受和轉化信號；第2代感測器是
7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固體感測器；第3
代感測器是80年代剛剛發展起來的智慧
感測器，一些發達國家都把感測器技術

列為與通信技術和電腦技術同等位置。

隨著現代科學發展，傳感技術作為一種

與現代科學密切相關的新興學科也得到

迅速的發展，並且在工業自動化測量和

檢測技術、航太技術、軍事工程、醫療

診斷等學科越來越被廣泛地利用，同時

對各學科發展還有促進作用。

當今世界正面臨一場新的技術革命，這

場革命的主要基礎是資訊技術，而感測

器技術被認為是資訊技術三大支柱之

一。自動化的幾個發展趨勢，機電一體

化，機械功能多元化，結構設計標準

化、模組化，控制智慧化，結構運動高

精度化，隨著機器人得到越來越多的運

用，自動化整合將得到更廣泛的運用。

隨著新材料、新技術的產生，傳統的感

測器已經無法很好的量測，越來越多新

的量測技術及儀器出現了，如光譜共

焦位移感測器測量多層透明體或深孔，

2D/3D掃描器高速掃描物體外觀形狀及三
維振動，多普勒振動機測量高頻振動，

超高頻高速相機拍照等等，隨著技術的

不斷發展進步，可以更加方便的測量之

前無法測量的場合，同時，越來越多的

自動化整合及機器人的運用，實現自動

化的方案整合，為客戶提供最適合選

擇。

三聯科技自創立以來，以自動感測及安

全監測為核心，秉持“為科技作見證，

為工業寫歷史”理念，引進國外先進的

感測器及技術，同時自己開發感測器，

建立岡山本洲廠研發及生產。成立校正

實驗室，為客戶提供多元化服務。

本期三聯雜誌將會有一些新的量測技術

文章及產品介紹，希望可以互相交流與

學習，如有更多的量測專業指導，請不

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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