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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汽车电子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在对汽车电子技

术的实践应用展开研究中，则需要考虑传感器的应用，

并通过传感器的实践应用，提高汽车的电子性能以及驾

驶性能，以此满足汽车运行与电子控制的实际需求，进

一步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能。以汽车电子技术为依据，在

对传感器的实际应用进行优化，可以通过传感器，对温

度、速度、压力、流量、电磁等信号进行控制，从而实

现传感器的综合控制水平提升。在对传感器的反馈信号

处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对汽车电子技术的应用进行控制，

在对传感器性能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可实现汽车电子技

术的综合发展水平提升

一、概述

1.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是将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

动控制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多学科知识，广泛应用于

发动机控制、底盘控制、故障诊断及无人驾驶等技术领

域。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要由电子控制单元、传感器和

执行器构成。通过传感器获取车辆部件的运行状态信息，

可以有效的提高汽车工作的动力性、经济性，优化驾驶

过程中的操控性，确保行驶的安全性，提升乘坐的舒适

性等方面全方位的提高整车性能；能够解决油耗、排放

等问题，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1]。

2. 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对传感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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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中触觉系统，它将车速、

发动机转速、温度、气体和液体的压力、转轴的角度位

置等信息转化成电信号，传递给汽车控制系统，汽车控

制系统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控制执行元件完成正

确的操作指令。因此，传感器是汽车控制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性能对汽车驾驶的安全性、舒适性有着重要

的影响。车用传感器应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响应快，测

量精度高。传感器的需要及时、准确的反馈数据信息，

整个控制系统才能快速的针对工况做出反应，有效帮助

驾驶员做出判断。一旦响应不及时或是误差过大，将会

影响控制系统的准确度，特别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会干

扰驾驶员的判断，造成严重的事故。二是要有较好的环

境适应性，稳定可靠。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会处于不同的

气候、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较大，各种电磁干扰强弱

不同，传感器都应具备良好的适应性，能够稳定、可靠

的检测相关数据，为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提供全面、正

确的信息 [2]。

二、汽车智能传感器技术的应用

1. 汽车智能传感器技术应用于汽车动力系统

汽车智能传感器技术应用的时间比较长，技术的积

累也比较多，早在汽车传感器出现的初始阶段就已经有

汽车生产厂家尝试性地应用于汽车的动力系统，发展至

今，汽车智能传感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汽车的动力系统。

汽车的动力系统包括发动机喷油部分、发动机点火部分、

汽车底盘控制部分、汽车行驶安全控制部分等，基本所

有的汽车动力系统部件都需要汽车传感器的支持。智能

传感器相较于普通传感器，它的功能性更强，但是所占

据的物理空间更小，可以在更精微的程度上控制和处理

汽车信息。汽车智能传感器可以帮助工程师构建一个体

系完整、功能齐全、操作方便的汽车动力系统，实现汽

车的安全、高效运行。智能变速装置技术是在汽车动力

系统中被较早应用的汽车智能传感器技术。因为该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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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研究和应用时间较早，所以智能变速装置有了一定

的技术储备，属于比较系统、成熟的智能传感器技术。

该项技术能够精准、自动感应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

行驶数据，自动感知路况和汽车电子系统的运行状况，

实现对汽车速度的自动控制，除此之，能帮助汽车平稳

换挡，保证汽车平稳运行和驾驶人员的安全。目前，比

较受欢迎的汽车智能传感器技术还有汽车发动机本身的

传感技术，该技术能够提升发动机的灵敏程度和发动机

的运行效果，实现发动机的高效运行。该技术与计算机

网络信息技术结合应用，能增强传感器的信息处理和传

输效果，使汽车信息的处理和传输实现一体化，最大限

度地扩展汽车的功能，提升汽车的智能化水平。

2. 多信息融合控制

汽车电子技术的应用下，传感器的数据获取与数据

信息处理，则需要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

并对汽车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与控制，在对传感器信息

进行手机与处理的基础上，可对信息整合过程进行优化，

并对传感器的数据安全、信息处理等方面进行优化，提

高传感器的信息融合水平。传感器的多信息融合可建立

协同信息机制，并对传感器及汽车在不同阶段的运行数

据进行获取，通过数据信息整合与数据处理，提高汽车

电子的综合控制水平。传感器的网络化运行与控制，在

传感器数据处理中，则重视对传感器信号的采集工作，

建立数据处理单元，通过网络接口，对传感器的信息数

据进行高效处理。在利用汽车电子技术的过程中，可利

用嵌入式技术，搭建 TCP/IP 协议，并对数据传输进行优

化，在传感器数据信息处理与优化的前提下，可通过不同

传感器，将数据信息传输到中央处理模块，从而实现数据

信息的高效管理与控制。在电子设备使用的过程中，利用

总线传输技术，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高效处理，并对数据

信息处理过程以及接口参数等方面进行设定，提高传感器

的接口传输控制、数据统计分析、信息处理水平提升 [3]。

3. 汽车底盘管控系统中的有效利用

在汽车一系列的变速器控制系统当中，其中通过动

力系统、制动系统以及安全系统来进行有效的应用，并

且整个的系统控制程度是极其高的，对于汽车在行驶过

程当中的安全性、准确性、稳定性以及汽车的高度体验

感，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线性加速传感器

主要是安装在汽车底盘的进口端，分为压阻式传感器和

电容式传感器两种类型。角速度传感器主要是根据系统

感应，对不同类型、不同结果、不同模式的汽车进行分

析，从而安装在第一排以及车辆较稳定的系统当中。变

速度传感器，主要是根据自动变速器来得到更多的动力

输出、得到更大的动力输出，从而对汽车行驶当中的车

身温度以及加速度等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的检测和控制。

这也让整个的信息数据系统处理的更加科学有效。对于

汽车来说底盘是很重要的，它对于汽车的稳定性以及安

全性都有很大的平衡作用。当然对于底盘的管控系统也

是极为重要的，底盘的良好操控对于汽车的运行有很大

的帮助，所以在对汽车底盘的管控系统应用时，需要有

很大的重视。

4. 汽车智能传感器技术应用于汽车安全系统

汽车被使用的目的是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能够作

为人类的代步工具。汽车作为合格的交通工具的基础就

是能保证交通运输的安全性，而汽车的安全系统就是为

了保证汽车的安全行驶而研发的。目前，汽车安全系统

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智能传感器 [4]。

前照灯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安装在仪表盘上的日照传

感器检测车外光照的强弱与明暗变化，实现前照灯自动

开关和自动调光的控制。前照灯自动开关根据车外日光

的强弱变化，自动控制前照灯的开启和闭合。在夜间行

车时，根据环境灯光的明暗程度以及会车时的灯光干扰，

前照灯能够进行远近光自动调节；驾驶员也可手动调整

室内控制器，使系统进行远近光的自动调节。

汽车智能传感器可以科学地感知汽车运行的外部环

境，此种汽车智能传感器包含汽车外部检测装置和汽车

内部显示装置两个部分，外部的检测装置能够分析路况

信息，并且能够自动连接网络，根据汽车的行车路径和

网络交通情况判断外部行车环境对汽车行驶的影响，并

将相关信息传输到车内显示系统中。驾驶人员可以通过

车内显示系统观察汽车行驶的外部环境，并且可以根据

车内显示信息决定是否更改汽车的行驶路径。

三、结论

车载传感器是汽车电子技术中的主要部分，所以，

在对车载传感器的实践应用进行分析中，则需要对传感

器的参数进行优化，并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传感器

的电子控制、机械控制等方面进行优化，在对车用传感

器以及电子技术等进行优化处理的基础上，可实现汽车

电子技术的综合应用水平提升。传感器的数据信息处理，

在汽车安全性能保障的角度下，对传感器的信号反馈、

信息处理等方面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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