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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实现的功能和规模上，将信息获取技术分为四类，即传统传感器、智能传感器、分布式智能 

传感器和分布式智能感知系统，从材料科学、机械结构、硬件电路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误差和干扰的产生机制， 

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和未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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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viewpoint of function and scale，We classify the Inform ation—Acquisition—Tech into four 

group，namely-traditional sensor，smart sensor，distributed smart sensor，and distributed smart sensor system． 

Mechanism of error＆ disturbance is analyzed thoroughly，and accordingly，the solution and future aim is put for-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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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创建“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学 

科"必要性(Preface--necessity of foundati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信息决定一 

切，信息无所不在、信息链是由信息获取、处理和传 

输三个环节组成的，它们构成了信息科学的三大学 

科支柱，即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通讯与网络技术．目前，信息处理和信息传输方 

面的学科建设已日趋成熟和完善，而信息链的源头 

— — 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目前仍停留在传统的传感 

技术和检测技术等较低的层次． 

创建“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学科”，是在信息化 

时代传统的传感技术和检测技术的学科升华，它在 

科学的深度和技术的广度上突破了原来的界限，是 
一 个具有基础性 、前瞻性、战略性的创新研究方向， 

收稿日期：2003—02—28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创立“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学 

科研究的重点是从理论基础、学科体系和方法手段 

上，系统地解决信息获取所面临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基础 

上，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信息获取理论基础． 

2 问题提出——从信号处理角度看“信息获 

取科学与技术学科”(Raise of problem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formati0n 

acquisitio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ignal 

processing) 

信号是信息的物理表现形式，信号处理是信息 

获取的重要手段和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 

息获取科学中信号处理的研究内容和信息处理的研 

究内容有本质的区别．信号处理研究的是对信息获 

取底层获得的信号进行必要的修正、优化和性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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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等操作，以提高获取信号的质量，就其功能或目的 

而言，有信号滤波、消除噪声、抗干扰、信号平滑、信 

号锐化、信号增强、信号的数字模拟转换、信号恢复 

和重建、信号的编码解码、信号的调制解调、信号的 

加密解密、信号的均衡或校正、信号特征提取、信号 

辨识或目标识别、信息融合等等． 

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是传统传感和检测技术的 

延伸与升华，从信号处理的角度，信息获取科学与技 

术的组成如图 1所示． 

图 1 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的组成 

Fig．1 Constitu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 传统传感技术是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的基 

石，其信息的表现形式是模拟信号． 
· 智能传感器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 

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其信息的表现形式是数字信 

号． 

· 分布式智能传感器是智能传感器在网络时 

代的发展，其信息的表现形式是帧(数据包)． 
· 分布式智能感知系统是最确切意义上的信 

息获取，是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的最终的研究 目标． 

分布式智能感知系统所提供的最终信息，是信息链 

第二个环节(信息处理)所真正需要的． 

3 问题的现状(Status Quo of Problem) 

在信息获取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信息获取科 

学研究的信号处理方法不同．从最简单的传统传感 

器 ，到智能传感器、分布式智能传感器和分布式智能 

感知系统，信息获取技术拥有的信号处理能力越来 

越强大，信息获取科学中涉及的信号处理内容越来 

越多． 

3．1 传统传感器中的信号处理问题 

传统传感器只拥有模拟信号处理电路，因此，信 

息获取科学对传统传感器信号处理的研究只涉及模 

拟信号处理方法．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主要进行信号 

调理，实现的功能主要有调零位、调满度、限幅等等． 

对传统的多维传感器来说，通过模拟电路进行静态 

矩阵解耦，也是信号处理的主要内容之一．除了进行 

信号调理之外，传统传感器中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 

还可以实现简单的消除干扰功能，可以实现信号的 

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全通和陷波．但是，通过硬件 

电路进行信号处理，具有以下一些 自身不可克服的 

缺陷： 
· 实现的功能、精度有限； 
· 电路参数容易随时间和温度漂移； 
· 对环境变化引起的新的误差和干扰无能为 

力． 

3．2 智能传感器中的信号处理问题 

智能传感器利用微处理器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能够实现的信号处理功能大大增强．除了可以使用 

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实现传统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处 

理功能以外，理论上智能传感器可以完成所有的信 

号处理功能．因此，本文前面指出的硬件电路信号处 

理的缺陷，完全可以在智能传感器中通过数字信号 

处理的方法进行弥补． 

但是，作为嵌入式系统，智能传感器的信号处理 

能力受系统的运算能力限制．在采用单片机作为微 

处理器的智能传感器中，实现的信号处理功能相对 

简单，进行复杂运算时需要对具体的算法进行汇编 

代码优化，以满足信号处理的实时性要求．为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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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传感器的信号处理能力，通常采用可编程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di~tM signal processor)作为微处 

理器．在拥有了足够的运算能力以后，智能传感器在 

硬件上没有功能、精度和实时性的限制，主要的工作 

任务就体现在算法功能上了． 

为了实现参数漂移的自适应补偿，智能传感器 

中通常使用自适应算法和神经网络算法对模型的参 

数进行在线调整；为了对环境变化引起的新的误差 

和干扰进行处理，智能传感器必须具备无监督 自学 

习的功能；对于工作环境和性能参数变化较大的智 

能传感器，具备环境检测、智能推理能力和小规模的 

专家数据库也是必须的．因此，信息获取科学对智能 

传感器信号处理的研究，除了进行传统传感器模拟 

信号处理的数字化转换，还需要涉及自适应算法、神 

经网络算法、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内容． 

3．3 分布式智能传感器中的信号处理问题 

分布式智能传感器是智能传感器在网络时代的 

发展，其信息的表现形式是帧(数据包) 除了拥有 

智能传感器的相关软硬件外，分布式智能传感器还 

必须提供通讯模块及相应的编码、解码、抗干扰软件 

算法，具备分布式信息获取的协调机制．与智能传感 

器相比较，分布式智能传感器的信号处理能力没有 

什么差异，但是，所需要的信号处理功能有所增加． 

由于涉及远距离信息传输，因此，分布式智能传感器 

特有的信号处理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 
· 受到的干扰信号更加复杂； 
· 延时和丢包带来的信号不同步． 

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通讯领域已经做得比较 

完善了，因此，信息获取科学对分布式智能传感器信 

号处理的研究，还需要吸收信息传输领域关于信号 

处理的前沿成果． 

3．4 分布式智能感知系统中的信号处理问题 

分布式智能感知系统是最确切意义上的信息获 

取，是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的最终的研究目标．分布 

式智能感知系统所提供的最终信息，是信息链第二 

个环节(信息处理)所真正需要的．在分布式智能感 

知系统中，每个分布式智能传感器就是一个信息融 

合功能节点，都会遇到前述的问题．而信息融合的主 

节点，同样也会遇到这些问题．除了信息传输的干扰 

和不同步，分布式智能感知系统中的信号处理问题 

就是多传感信息(数据)融合方法的使用和研究． 

4 问题的来源——误差和干扰产生机理 

f Source of problem-- mechanism of error& 

disturbance) 

信息获取中进行信号处理，目的是去噪、抗干扰 

和性能补偿，从而最终获取真正需要的准确信息．第 

3节分析了信息获取中信号处理问题的现状，下面 

将指出这些信号处理问题的来源，揭示信息获取的 

误差和干扰产生机理．在进行信号(信息)分离的过 

程中，无法消除的无用信息会成为误差和干扰，系统 

的非线性和外来的噪声同样是误差和干扰的重要来 

源．本节将从材料科学、机械结构、硬件电路、智能传 

感器、分布式智能传感器等方面，研究信息获取过程 

中误差和干扰的产生机理． 

4．1 材料科学——敏感效应的交叉影响和非线性 

敏感材料利用的是物质的物理、化学、生物效 

应，将外界的环境信息转换为可以处理的电信号．但 

是，这些敏感效应总是相互交叉影响的，不满足传感 

器对敏感材料的专一性要求．那些不能够当作有用 

信息处理的信号，就是误差和干扰．同时，由于敏感 

效应总是近似线性的，因此，这种非线性误差总是存 

在的．因此，敏感材料的物理、化学、生物效应的非线 

性和相互交叉影响，是信息获取中误差的第一个来 

源． 

4．2 机械结构——不可避免的工艺误差 

敏感材料、支撑结构的加工装配，总是会有不可 

避免的工艺误差．敏感材料的加工误差，会影响信息 

获取的线性度，从而最终给系统带来非线性误差．支 

撑结构的加工装配误差，会带来测量位置和方向的 

偏差，从而最终给信息获取系统带来耦合误差．机械 

结构中不可避免的工艺误差，是信息获取中误差的 

第二个来源． 

4．3 硬件电路——非线性误差、电磁噪声和干扰 

硬件电路带来的误差和干扰有三种，即非线性 

误差、内部电磁噪声和外来电磁干扰．电子元器件， 

特别是放大器件，总会产生非线性误差．在硬件电路 

内部，电子热运动会形成热噪声，电子空穴对随机发 

生、扩散、复合会形成散粒噪声．外来电磁干扰，主要 

来自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电机、变压器、焊机、动力 

线路、射频发生器等开关电感负载，和来自电源的工 

频及其谐波耦合．硬件电路带来的这些非线性误差、 

电磁噪声和干扰，是信息获取中误差的第三个来源． 

4．4 智能传感器——量化误差、截断误差、模型近 

似、收敛过程误差 

模数转换器(ADC)在将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 

为离散的数字信号时，总会由于位长限制带来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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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智能传感器在进行数字运算时保留一定的有 

效位，从而会带来截断误差；采用数学模型近似代替 

物理模型，对传感器进行解耦运算、性能补偿，会带 

来模型近似误差；智能算法能够实现参数修正、模型 

选择的自适应、自补偿和自学习，但是在算法收敛的 

过程中，会由于暂时的不匹配带来误差． 

4．5 分布式智能传感器——远距离传输的信号混 

叠 

在分布式智能传感器中，由于远距离信号传输 

会带来额外的信号混叠和干扰．因此，借鉴信息传输 

领域相关的信号处理方法，实现高效、实时的信号分 

离和干扰消除，是分布式智能传感器中信号处理研 

究的主要工作． 

5 问题的解决(Solving of problem) 

前面指出的信息获取中的所有误差和干扰，都 

可以归结为三类，即信号混叠、非线性误差和精度误 

差．每类误差和干扰适用不同的信号处理方法． 

5．1 信号混叠的处理方法 

属于信号混叠带来的误差和干扰有： 
· 敏感效应的交叉影响； 
· 机械结构工艺误差带来的耦合误差； 
· 硬件电路内部电磁噪声和外来电磁干扰； 
· 分布式信息获取的信号混叠． 

对于这类误差和干扰，最常用的信号处理方法 

是滤波．普通的滤波器能够实现低通、高通、带通、带 

阻等频响特性，特殊结构的滤波器有全通、陷波和整 

形滤波器，其中全通滤波器用来进行相位调整；维纳 

滤波可以实现平稳随机过程的最优滤波，而卡尔曼 

(Kalman)滤波则能够实现非平稳随机过程的最优 

滤波． 

当输入信号的统计性质或滤波器的周围环境发 

生变化时，参数固定的滤波器就无法实现有效的信 

号分离功能．通常用来进行参数调节的方法，是采用 

自适应滤波器和神经网络算法． 

对信息获取系统来说，源信号和传输通道的参 

数都是未知的，需要通过实验进行测定．因此，近几 

年来兴起的盲源分离信号处理方法比较适合．盲源 

分离是采用无监督神经网络实现的自适应信号分离 

方法，该方法在不知源信号和传输通道的参数的情 

况下，根据输入源信号的统计特性，仅由观测信号恢 

复出源信号的各个独立成分． 

5．2 非线-陛误差的信号处理方法 

属于非线性问题带来的误差和干扰有： 

· 敏感效应非线性误差； 
· 电子元器件的非线性误差． 

对于系统的非线性问题，常用的信号处理方法 

是采用整形滤波器．与普通滤波器一样，在环境发生 

变化时，参数固定的整形滤波器有可能无法实现有 

效的整形功能．因此，利用自适应算法和神经网络算 

法进行滤波器参数调整同样重要． 

对于大量的非线性因素叠加所体现的复杂的非 

线性系统，采用普通整形滤波器很难实现系统校正． 

采用神经网络强大的函数逼近功能，结合控制论中 

的黑(灰)箱方法与功能模拟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 

对系统模型参数进行辨识，从而最终实现系统非线 

性的校正． 

5．3 精度误差的信号处理方法 

属于精度有限带来的误差和干扰有： 
· 模数转换量化误差； 
· 计算截断误差； 
· 模型近似误差； 
· 收敛过程误差． 

对于精度有限带来的误差和干扰问题，除了在 

精度上提高以外，也可以通过信号处理的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给予解决．由于精度误差是一种随机信号，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当作自噪声来处理，因此，传统的 

维纳滤波、卡尔曼滤波和最新的盲源分离方法都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系统精度．但是，更加有效的方 

法是采取多传感信息融合的方法，这是提高系统精 

度、可靠性的最佳方法． 

当然，在有限精度下，对系统算法进行合理优化 

设计，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西北工业大学的何 

明一教授等人，在专著《神经网络与信号处理系统 
— — 有限精度设计理论》一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详 

细论述，本文不作转述． 

5．4 混合误差和干扰的处理方法 

实际上，任何一个实际的信息获取系统中，都不 

会只存在信号混叠、非线性误差和精度误差中的一 

种．当这些因素出现在同一个信息获取系统中时，通 

常采用以下的方法处理： 
· 近似代替 对于虽然不是同一个原因产生、 

但是特性非常相似的误差和干扰，利用一种方法近 

似代替．例如信号混叠和精度误差，就可以采用折衷 

方案，利用对两种误差都有效的维纳滤波、卡尔曼滤 

波和盲源分离方法进行处理． 
· 模块串联 对于特性相差很远的误差和干 

扰，如果在同一时刻产生，可以分别设计信号处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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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模块，然后将它们按先后顺序串联执行． 
· 模块选择 对于随时间、工作过程和工作环 

境变化较大的不同误差和干扰，可以分别设计信号 

处理功能模块，同时增加环境检测功能模块和小规 

模的专家数据库．通过智能推理决定不同时刻调用 

不同的信号处理功能模块，实现复杂环境的智能信 

号处理． 

5．5 未来研究目标 
· 系统分析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中所涉及的 

各种信号处理方法，建立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的信 

号处理体系框架． 
· 具体研究传统传感技术使用的各种模拟信 

号处理方法，充分利用微电子技术和大规模集成电 

路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性能价格比、性能体积 

比很高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为传统传感器的小型 

化和普及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 研究严重影响传感器性能的代表性问题，运 

用各种传统滤波理论、自适应信号处理方法和人工 

智能的信号处理方法，实现智能传感器的理论建模、 

算法研究和实用化方法研究． 
· 研究分布式智能传感信息传输中出现的信 

号衰减、电磁噪声和信号干扰等问题 ，运用各种匹配 

滤波、自适应信号均衡、相关检测、最优检测算法，选 

择适合的编解码方法，实现分布式智能传感器的理 

论建模、算法研究和仿真验证． 
· 运用分布式智能感知系统的多传感信息(数 

据)融合方法，研究基于任务的分布式智能感知系 

统实现方案、系统规划和模型算法． 

6 结论(Conclusion) 

以传感技术为核心和基石的信息获取科学与技 

术是信息链的源头，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 

多学科交叉．如何系统地研究信息获取的理论基础 

和系统框架，对我国传感技术和检测技术快速提高 

和发展，对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信息的物理存在——信号为 

研究对象，系统地分析了信息获取科学与技术中信 

号处理体系的研究与建立，以期能为相关领域的科 

技工作者提供参考，做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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