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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称重传感器的制作过程需要经过贴片区域打磨、划线、弹性体及半成品清洗、应变计贴片、完

成惠斯顿桥路、零点温度补偿、导线焊线、密封胶灌封、焊接、全性能测试等一系列复杂步骤，这

一系列制造工序中将面临产品流程跟踪及数据查询、应变计粘贴位置识别控制、零点高低温记录及

合格判定、全性能测试、对称性、输入输出电阻、绝缘电阻测试等大量数据存储问题，如采用原始

的手动纪录，导致工作量大，查阅、统计分析数据困难。因此称重传感器制作工序的产品质量管理

对各重要流程实施信息化跟踪、自动化控制的需求热度日益增加。 

2．网络信息化技术在称重传感器制作中的应用 

2.1  条形码系统 

建立条形码系统，实现了产品信息化管理。传统的产品质量工艺跟踪卡存在卡易丢失、不易保

存、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退货品加工质量信息不易查询等诸多弊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批量生产 

的现场管理及产品质量控制要

求。条形码作为一种信息化的工

具已经逐步替代传统的工艺跟踪

卡，保证在流程中的每个传感器

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这样才能

对每个产品进行有效识别及质量

追溯。条形码可以像身份证一样

在传感器制作初期（贴片时，图 1）

粘贴于弹性体上，形成传感器的

唯一标识，在通过从贴片到包装

出货等十几个环节进行质量信息

化记录，其绝对优势主要体现于： 

 

 

图 1  粘贴条形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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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试岗位条形码查询系统界面 

 

a) 产品标识唯一避免产品之间出现识别错误，取代跟踪卡，实现无纸化信息跟踪； 

b) 方便产品质量信息查询（如产品温漂数据、综合精度、对称性、输入输出电阻等指标，见

图 2）； 

c) 方便快捷地查询产品在各工序的分布情况； 

d) 分岗位所有产品分布情况的实时查询； 

e) 追溯返工、返修、退货品质量问题和加工信息； 

2.2  自动化温度补偿系统 

零点温度

补偿做为传感

器的一项重要

指标，零点温

度补偿工序需

进行常温、高

温、低温、回

常温数据的采

集与记录（见

图 3），进而系

统计算出所需

的温补补偿丝 

 

 

图 3  自动化零点温度补偿数据采集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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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传统的操作模式中烘箱温度控制、准时烘箱温度调整、准确的数据记录是一道难以攻克的壁

垒，每一项都决定着产品零点温度漂移数据控制的准确性。目前，大型的传感器生产企业已经开始

采用自动化温度补偿设备，这些自动化设备通过对软件系统对高低温烘箱内各通道的产品进行实时

记录，可以解决烘箱定时升温降温控制、传感器数据自动采集运算等难题。因此，自动化温度补偿

设备是称重传感器制作网络化监控的必备设备。 

2.3  自动化测试操作系统 

如何提高产品的成本优势及保证测试精度准确性是摆在传感器生产企业的一道难关，只有在确

保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才可充分体现企业竞争力。传统的操作模式为手工控制力机加、卸载，手

工记录测试数据，无法提高工效及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在手工记录测试数据的基础上提高工效

无异于偷工减料。 

采用自动化测试操作系统，实现比对机、静重机自动化全性能测试（图 4）、对称性和输入输出

电阻测试（图 5）、小量程平行梁结构的性能和角差测试等，所有的测试数据都能自动存储和实时查

询，给产品质量信息跟踪提供了方便。自动化测试系统可以有效提高员工作业工效且可以充分确保

产品数据的真实可靠性，一般的自动化测试系统通过测试软件系统对测试数据进行识别、记录，并

可以自动对产品的测试精度进行运算，使产品合格与否一目了然，在产品精度保证方面起到了关键

性的作用，因此测试系统的自动化也是目前传感器生产企业内部改进的发展趋势。 

 

 

图 4  比对机性能自动化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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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称性、输入输出电阻系统存贮显示 

 

3．网络信息化在传感器制作工艺中的发展 

面对称重传感器的大批量生产，对生产和质量相关信息实现网络化管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

高准确度和高稳定性传感器的制作需加强各道工序的深入研究，因此，也加速对网络化的需求程度。

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数据实时调出分析功能、实现传感器制作工艺的无纸化是未来传感器制作

工艺的发展重点。为实现传感器生产控制的网络化管理，生产管理网络化可从以下四方面大力发展： 

1）面对产量增大和型号增多的现状，生产流程中各种机物料的库存有效监管系统－ERP 系统将

会普遍推广； 

2）条形码系统将会方便产品质量信息的跟踪和产品制作工序跟踪，实现无纸化作业管理和敏

捷发货； 

3）温补数据系统有助于完成大批量、小批量产品的高低温数据自动采集和自动计算补偿丝长

度，方便工艺试制，如可得出 佳性能匹配的胶水和应变计； 

4）自动化测试系统便于跟踪产品性能一致性和各种结构的综合性能，从而为结构改型提供依

据；同时，也便于测试工装的优化研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