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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在机械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评《微机械电子系统及其应用》

电子信息行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是在通信技

术、存储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之

后衍生而来的，与这些高新技术行业都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电子信息技术近年来发展极其迅速，主要

应用于通信、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领域，实现信息处

理、信息获取、信息控制。目前，在机械制造领域，

电子信息应用也较为广泛，特别是在微机械电子系统

中的应用。然而，电子信息技术、微机械电子系统的

过快发展，尤其是制造材料、制造技术、执行器、传

感器、信号检测等技术的快速更新，与现有高校教材

存在脱节现象。故不仅高校教材编写思维要时时更

新，教材内容编写也要与时俱进，跟上社会人才培养

需求。刘广玉等编著的《微机械电子系统及其应用

（第2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版）一书，在第1版的基础上加入了近年来取得的科

研成果，并在内容方面进行了删减、更新、充实和完

善，全面介绍了微机械电子系统的内容、应用及其发

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前沿性、丰富性，契合我国

电子信息教材的编写和教学需求。该书具有以下三大

特色。

    一、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地阐述微机械电子系统

及其应用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内容丰富，从微电子系统的制

造材料、制造技术、组成、应用四大方面进行了详细

地阐述。在微机电系统材料方面，该书将材料分成了

12大类进行介绍，分别是硅类材料、化合物半导体材

料、光导纤维、熔凝石英、金刚石材料、压电材料、

磁致伸缩材料、形状记忆合金、膨胀合金、通用金属

材料、超导材料、纳米相材料。详细的材料分类让读

者能够更加清晰地掌握微机电系统所需的制造材料。

在制造技术方面，该书主要介绍了常用的五种制造技

术，分别是硅微机械制造技术、LIGA技术、固相键合

技术、特种加工技术和纳米制造技术，让读者对微机

电系统相关的制造技术有一个基础认知。在微机械电

子系统组成方面，该书用了较大的篇幅进行阐述，主

要阐释了微执行器、微传感器、微弱信号三大组成因

素。在实际应用方面，该书立足当下，明晰了微机械

电子系统在航空航天、生物医学、信息科学、微光学

等前沿行业、技术行业中的应用，具有一定前瞻性。

    二、图文恰当，合理引用图文解释说明微机电系

统中的重要内容

在第一版基础上，该书对文字内容和插图进行

了修改，使插图与文字搭配更为合理科学，将书本内

容呈现更具条理性、直观性。当然，作者并不是将

插图引用集中在某一方面的内容，而是根据内容讲解

需求，分散于全书内容。具体而言，在编撰“微电子

系统的应用”一节中，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插图进行说

明，将微电子系统的应用具体化、立体化。在介绍

“微机电系统材料”部分，也采用插图形式阐明了各

种材料之间的不同性能。在介绍“制造技术”这一部

分时，作者以流程图的形式直观展示了制造工艺。在

介绍微机电系统三大组成要素时，以结构示意图、电

路图、构造简图等多种插图形式辅助阐释组成要素的

具体内容。除了合理的插图外，作者着重采用文字解

读方式，阐释了微机电系统的重点、难点结合，将内

容通俗化、简单化，有助于帮助读者了解、掌握相关

知识，也突出了该书的实用性。

    三、新颖实用，介绍了微机电系统中应用的新兴

技术和理论

微机电系统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一项高

新技术，随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而不断更新。笔者本

着更新微机电系统技术和理论知识这一理念，编撰了

第二版，试图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技术和理论。在微机

电系统材料方面，增添了光导纤维和超导材料，并对

纳米等相关材料技术进行了更新和补充。在制造技术

方面，该书增加了最新的微机械制造技术，即纳米结

构制造工艺。在微机电系统组成要素方面，该书对具

体内容进行了调整、更新、完善和增加，调整了书中

内容结构，更新了传感器工作机理和开关电容技术，

完善了闭环检测原理、信号检测原理等内容，增加了

新型传感器技术、锁相环理论等内容。同时，该书还

本着新颖实用的理念，对微机电系统的材料、制造技

术、设计理论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为大学生及科研

人员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该书是一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逻

辑清晰、新颖实用的书籍。笔者不仅注重技术原理、

工作原理、结构模型等理论知识的阐述，而且对微电

子系统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进行了专业性分析，为广大

高校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了了解新型微机械电子系统的

新途径。该书作为我国普通高校机电专业教材，具有

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秦秀常，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