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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应用策略
何燕燕　瞿国庆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基础

设施建设也越发得完善，尤其是关于 5G 技术的全面商用，在我国

现如今 5G 基站超过 48 万座的情况下，物联网也终于迎来了自己

的春天。物联网技术主要是利用红外感应器、射频识别等技术在

互联网和信息传感器连接在一起，从而在可以实时获取设备信息

的情况下实现智能化检测、识别以及管理，物联网的应用对于社

会生活和工作方式来说将是一次新的变革，其影响不亚于互联网、

移动网络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基于此，对于物联网应用中的各个

环节进行详细地探究，进一步探索红外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对于整个物联网的发展方向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将结合个

人实践对红外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应用进行探究，以期能对相关

从业者开展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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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里，智能监测技术和物联网经历了举世瞩目的

进步，并对工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越来越精密的传感器不断发展。

如今，红外传感器和探测器在汽车、制造设备、消费产品和

家庭等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自动化功能。移动设备的普及和与

其相关的计算能力、专用应用以及无形互联等因素，均正在推动

着消费者对更综合、更智能电子产品的需求提升，从而使其日常

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自动化。

在这一大背景下，红外传感器技术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

展，并且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因此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

领域之中

一、红外传感器的原理和结构

（一）红外传感器主要的工作原理

红外传感器主要的工作原理是将接收到的红外辐射能转化电

能信号输出，从而以更加精确的信号输入控制设备，根据技术细

节的不同，目前研究的红外传感器基本分为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

光电子红外传感器。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主要通过红外辐射自带的热效应改变检测

元器件的温度，温度变化又会引起电阻的变化，由此通过元器件

的电流就会发生变化，根据电流变化的不同设置对应的工作状态，

从而实现监测物联网中各设备工作状态的目的。

光电子红外传感器则是利用光子效应实现实时监测的，当红

外线射入由半导体制作而成的检测元器件中的时候，这些红外线

中携带的光子流可与半导体材料中本身蕴含的电子发生交互作用，

使得电子的能量状态改变引发各种电学现象。

根据每种电学现象的参数，我们就可以得知输入红外强的强

度大小，进而了解外部的实时检测环境。虽然这两种的红外传感

器应用的工作原理和检测材料均有较大差别，但是由于光电子红

外传感器需要稳定的温度和光照条件，因此在实际中的应用技术

还未完全成熟。

与之相反的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由于对环境的要求较低，

对红外光波长也无较大限制，在反应速度、探测率以及使用场景

均远高于光电子红外传感器，因此目前占据了红外传感器的大部

分应用市场，在物联网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红外传感器主要的结构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主要组成结构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具

有热释电效应的陶瓷材料、构成电路的场效应晶体管和铝基板、

管座和管帽组成的外壳以及限制入射红外波长的窗口材料。

因为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中的电容元件的输出阻抗较高，并且

输出电流信号的电压又极低，因此在检测元器件上必须进行相对

应的调整以增强转换光电转换效率，目前一般采用的技术是在敏

感转换元件表面额外增加一层黑色氧化膜来实现这一点。

二、红外传感器的发展方向和应用

（一）微型化：更加紧凑

市场对于现如今设备的要求是必须更加方便和紧凑，这一点

从手机发展史最为明显，从“大哥大”到诺基亚再到现如今的智

能手机，设备的体积越来越小，屏占比和功能确越来越强劲。

因此，红外传感器也在这一条道路上不断发展，由于红外传

感器是作为辅助元器件存在的，我们需要将它的存在感变得尽可

能低才行，而更小的尺寸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为了在设计上实现这一点，研究者首先从结构上进行了优化

设计，减少红外传感器中用于信号传输的路径，以此实现降低体

积和提升传输速度的功能。其次，在技术进行优化，不断研究新

的技术。

（二）灵活化：实现多元功能

由于在硬件上实现了更加检测结果更加精确和元器件体积更

加微小，这为红外传感器在更多的工作场景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再加上现如今各种五花八门的软件层出不穷，基本上全方位

覆盖了红外传感器的适用范围，这为物联网中红外传感器更好地

发挥自身作用提供了硬件和软件上的双重技术基础，因此物联网

中各个设备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可以涵盖更多的红能，从而促进自

身在同类产品中竞争力的提升。

（三）灵敏化：延长设备使用时间

对于物联网中的设备来说，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不工作状

态的，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开启，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红外传感器的检测结果即是整个物联网的输入信号，控制着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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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其他设备的开关状态。

鉴于此，为了为使用人带来最佳使用体验，我们必须保证当

物联网中设备处于休眠的状态时，当触发某一特定条件时（例如

房间内关照强度达到一定参数标准），红外传感器能够快速输出

信号激活或者是关闭设备，这对于红外传感器的精确度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

三、红外传感器的应用实例

（一）微型化应用实例——SMD 技术

表面贴装器件技术（SMD）是在红外传感器越来越微型化发

展背景下诞生的新技术，SMD 红外传感器使用了全新的元器件封

装技术，因此实现了单个传感器体积的明显降低，并由此使得单

位体积内可以容纳更多的微型传感器组成传感器群，以此提升监

测精确度。

与此同时，专有传感器衬底设计技术的出现又提升了元器件

的封装技术上限，这也就意味着单个红外传感器中传感元器件的

面积占比再次提升，从而大大拓展了有效传感范围，进一步提升

了灵敏度。

经过了一代代的技术进步，现如今市场上最先进的红外传感

器完全可以做到五米内精确检测参数变化，且无需笨重的信号放

大器或者是检测窗口。

（二）灵活化应用实例——智能家居

现如今不少红外传感器都配备了专用集成电路设备，在这一

基础上红外传感信号的检测和传递结果更加精确，单一红外传感

器可以给出的输出信号类型更加多样，因此检测结果也就更加多

样，有的传感器依托于更加多样的输出实现了同时检测动态事件

和存在事件的检测，这大大降低了物联网主网络系统应用红外传

感器的难度，为红外传感器的大范围使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例如，现如智能家居的概念很火，智能家居便是物联网的一

个典型应用，在智能家居物联网系统中温度控制系统可以检测到

人类是否在使用区域内（存在事件检测），从而控制该区域的温

度控制设备时候开启，再加上实时监测环境中的昼夜变化、光照

变化情况或者是其他气候因素的变化（动态事件检测），从而实

现精确监测、控制整个家居环境的温度，在使用最少能源的情况

下为居住人带来最佳温度体验。

（三）灵敏化应用实例——喷漆烘干生产

一般而言，物联网中的设备为了实现灵敏化目的都会使用热

释电红外传感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可以凭借着较为广泛的探

测范围（一般十米以内都可以实现精确监测），通过高频率的响

应让监测灵敏度保持在较高的精度上，如果环境中的某一条件发

生了变化，我们再将其作为运动信号传输到物联网设备中的微处

理器，根据预设的软件程序控制其他设备的协同运行。

由于物联网中的设备在红外传感器的帮助下实现了长时间处

于休眠状态，以往的无效工作时间都被剔除了，因此设备的使用

寿命得以大幅度提升，既减少了能源的浪费，又减少了物联网中

各个设备的更新换代次数，促进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减少了

对环境的负担和伤害，和现如今社会提倡的节能减排理念完美契

合。

例如，车漆烘干是汽车生产和维修中的重要工作，不少人对

于车漆烘干还停留在过往工作者一边烘干一边观察汽车车漆状况

的时代，但现如今这种场景我们只能在那些小型汽车修理店看到

了，他们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引入较为先进的自动化车漆烘干设备。

现如今在大型汽车生产企业中，采用的都是红外线自动监测

烘干技术，虽然在油漆加热中使用的技术各不相同，太阳能加热、

红外线烤灯加热、电加热管加热、燃气加热、燃油加热等各种技

术各显神通，但是在监测烘干情况都是采用的红外传感检测技术。

由于车漆在烘干的过程中在黏度上呈现越来越低，在表面光

滑度、反光度上呈现越来越高的特点，我们可以使用红外传感器

不断向车身发射固定强度红外射线，之后传感器会根据反射回来

的不同红外线强度输出强度不同的电流，物联网中的微处理器便

可以根据这些信号得知车漆烘干的进程，进而给烘干设备下达不

同的工作命令（如电加热管的功率调高还是调低）。

为了得到更加全面的检测结果，汽车生产商会在汽车的不同

角度、不同位置设置多个红外传感器，实现全方位、全时间自动

检测烘干进度和自动控制车漆烘干设备的输出功率，力求用最小

的经济付出达到最好的车漆烘干效果。

另外，由于烘干进度和烘干设备全部都是由红外传感器和信

号处理设备控制，在提升精度的同时大大减少了人力资源投入，

将人工成本降低了一大截，这也是近年来汽车制造成本能够大幅

度降低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红外传感器在车漆烘干中的应用使

得更多的人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四、结语

总而言之，物联网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整个社会中的每一台设备都会来连接在一

起，组成一个巨大的物联网，在这之中大部分设备都是通过自动

化的方式完成控制的，而控制信号的监测和输入就成为了重中之

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理对红外传感器在物

联网中的应用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推动物联网更好地造福于人

们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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