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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近几年我国电子衡器中大量使用的应变式双剪切梁型桥式称重传感器的发展和

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其优点和缺点都作了说明，提出了一些共性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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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我国目前的衡器行业发展数量之快，应用领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它带动了不少行业的前进，

特别是对应变式称重传感器行业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其技术进步得到了提高，首先

从电子地上衡和电子地中衡中普遍采用的以日本久保田公司引进的应变式剪切力桥式称重传感器

开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以说在全世界称重领域还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称重传感器在衡器行业

中取得了如此大规模的应用，这是发明者也从未想到的，同时也是我国几个行业配合的结晶，开创

了单一品种质优价廉的先例。 

说明该结构在我国电子衡器应用当中存在的合理性和优点，适合于普通中等精度级别的电子衡

器应用。主要体现在安装简便、钢球承力运动灵活只传递轴向力不传递侧向力、应变计为平面粘贴，

其粘接力牢固均匀，比圆弧面易于粘贴、可靠性好。由于数量大，使其配件大量使用标准件，专用

机床加工，批量化生产采购销售；带动了钢铁、机械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密封胶、激光焊接、

等离子切割、等离子焊接、电缆电线等行业的发展。但同时由于是批量化生产，其改进、改型、应

用就受到了制约。使人们一味去追求价低质优的同等传感器去替代它，以便达到个性化的目的就难

于实现。以 2009 年 5 月份的上海衡器展览会上各厂家所展出的传感器型式看，众多的厂家都有不

同程度的改进改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空前的低利润情况下寻求以 小的成本获取应有的 大

利润空间，不管传感器生产厂家如何宣传产品之好，而作为用户就不敢冒然使用，不愿意承担风险。 

二、机械结构分析 

我们从以下几种方式寻找各种已出现的结构的利弊以供参考。 

其简易结构图分别如图 1，图 2，图 3，图 4，图 5 所示。 

 



 

图 1  弹性体与底座常规式结构             图 2  弹性体与底座采用滚针隔离支撑结构 

 

图 3  弹性体与底座一体式结构                    图 4  两端轴销式结构 

 

 

图 5  杆端关节轴承拉式结构 

下面将对各种结构的利弊分别作简单分析，但从各厂家的改进情况看，已出现的方式：一、在



原结构形状不变的情况下，改弹性体和底座的材质，二、改两头紧固螺钉的强度等级，三、不改弹

性体材质，只改底座材质，普通合金钢焊接改为铸造材质，由于铸造件太脆受力变形易断裂，于是

就改变底座的支撑面。而不深入研究的厂家则不变焊接结构，直接将材料一换就用，在应用中也确

有断裂的现象。但一是目前的产品销售价低，二是断裂的数量比例不高，从性价比上讲还是合算的，

有存在的好处，它可以使秤体结构不变，不用新设计秤体图纸、更改工艺、便于秤的长期稳定生产。

而不管怎么看传感器的偷工减料比起秤体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这种结构图如图 1 所示。三、如图

2、图 3、图 4、图 5 所示，是改变现有结构的弹性体与底座的连接方式，也即是原结构的中心点上

下均为中心线受力方式，在正常受力情况下，传感器对偏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改变后的结构大

多改为底座为整体平面，弹性体两头改用滚轴或轴套，垫片，凸台与底座（也叫底板）相连，不改

变上部连接方式，而这种改进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上下连接螺栓的直径变小了，螺牙松动旋紧力不够，

对横向剪切力考虑不周，以为上面有钢球不会造成横向剪力，实际上在车辆上下冲击过程中，这个

力是存在的，过去在钢材价格不高的情况下，秤体结构刚度不成问题，不用考虑。而在当今的市场

情况下确成为大问题，其秤体变形就不得不考虑，就连地基变形也在不断增大，汽车的载重量越来

越大也是一个客观因素。从上海会上看到某些结构是设计人员不到现场，在实验室空想而成。 

而另一种情况是结构较为先进合理，但未必被市场认可，企业的知名度不高，销售推广能力上

不去，仍然无用。典型的如图 3 所示，而在其中用的应变计几乎是多年一贯制，它的结构方法、组

合方式、传递理论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又如何变革都还是无人下功夫研究的领域。我厂申请了

一种方法的专利暂时不便公开。 

桥式剪切力传感器在中国已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链，不经过重大的创新改进，满足现状，进入低

价倾销，其技术含量已完全进入到劳动密集形行业，竟争已是必然，其好处是普及了电子地中衡和

地上衡，带动了相关的仪表行业发展。同时也反过来限制了产业的发展，无利润空间就无创新跟进，

给人们的印象是：年年如此衡器展览会，衡器展览会年年如此，无新颖性，创新性。 

三、目前产业的现状 

针对此情况也说明我们衡器和传感器行业的一些标准需要针对国情进行适时更新改进，就像小

轿车一样有高档和低档适应性之分，不能用一台秤来秤所有的东西，也不能所有的桥式传感器既能

在北方使用，又能在南方使用，能耐高温的不一定耐低温，反之能耐低温的不一定能耐高温，在能

源上也是一种浪费，不符合节约性社会，不分应用场合和环境一味要求一样的品质，达不到的就必

然要作假，给腐败造成可乘之机，而使诚实的企业受害。而且由于衡器和传感器，仪表几大行业都

是小行业，产值 都不大，协作能力差，无任何一家能得到国家大力支持，整体产业技术水平相对

落后，几乎都进入到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无钱，无能力，无动力研制新产品，也无像样的技术

机构来协作支持发展，整体行业举步为艰。 

而反观传感器行业的发展历程，近 10 年来是在产业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远的发展，特别是长

江三角洲在钢制弹性体传感器方面从常州的弹性体加工到宁波余姚杭州等地的成品生产，带动了全

国的产业化发展；而珠三角则是在低档次的家庭用品秤（人体健康秤厨房秤）用传感器方面率先进

入产业化，规模化，也同时率先进入恶性竟争区间（即无利润区间），而技术的原创性无任何新的

进展，新原理、新材料、新结构、特别是利用其它行业技术创新成果等等都无明显成功典范，使整

个行业感到困难重重。 

在无法突围之时，个别企业借助于其它行业的例子，打出数字传感器这张新牌，把它宣传得比



现有的模拟式如何如何好的言论，但真正在市场上使用中又有多少是能够彻底将模拟式的弊病改掉

的？精度又能够达到多少？有多少又是能严格按照标准检测的，所使用的小功率贴片元器件在高低

温潮湿日晒雨淋的 露天环境中使用其可靠性能达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数。其中的一些电路参数，

电路图所用器件又不公开，软件设置了重重密码，而且装秤的人和做传感器的人又有多少能读懂程

序的？何谈修改。不规范的市场造就了不规范的作法，也就形成了无序的竟争。 

称重传感器所用的电阻应变计也同样处于低水平绯徊，有的厂家公布技术上有这样那样的突

破，而目前所能见到的比较常用的只是几种如酚醛—缩醛，酚醛一环氧，酚醛玻璃丝布增强，聚酰

亚胺，聚醚醚 酮（PEEK）等等应变计基底胶。而在目前这种市场环境条件下，大量使用的仍然是

借助于漆包线行业的酚醛缩醛胶粘剂体系，它的优点是生产工艺成熟，对操作者要求低，成本也低，

因此被电阻应变计和传感器生产厂家大量采用，仍然占主流地位。但它的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由于

片子基底柔软，易受潮湿水气影响，用它是难以制做出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的传感器。但它在中

低档传感器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也难于提升；另一个是它在制作过程中散发的气味也相当大，不

符合国家的环保要求，由于它的粘度过大，在固化过程中很难进行收集和分解，加上应变计生产厂

家都是小规模小批量生产，就更难进行集中收集和分解处理，几乎都是直排方式。尽管目前是低价

倾销占领市场，但环保这个欠帐迟早是要还的，大自然是不会容忍的，所以压在应变计这个行业的

大山是环保、胶的创新、批量生产。不论目前各个厂家采用这样那样的措施进行创新，但仍然改变

不了主流生产模式，除非是新的胶和工艺与此相匹配，否则就只能是作作样机而已，不能投入实际

生产中，目前的情况是感觉稍微好一点的基底胶，但价格是无法被市场接受，而市场能接受的价格

的胶又无人研究，本人认为目前我国传感器行业 为迫切的问题不是数字化如何推进问题，而是小

小的应变计基底胶的研制才是行业走出困境的关键，它的缺点是全行业用量太少，不被任何一个化

工厂或化工研究单位重视，经济效益又上不去。值得高兴的是应变计的箔材国内近几年还是进步很

快，依赖进口的局面就降低了不少，也使国外的箔材价格大幅降低，交货期大大缩短。 

四、行业的专业化发展前景和期望 

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带动传感器衡器行业的专业化发展并促进各种产品的模

块化，配套化，给后续生产带来了便利条件，如弹性体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钢厂，铝厂提供专

用的型材，应变计，补偿片，粘接剂配套供用，传感器附件，电缆，电线，封胶，测试仪表可以说是

样样齐全，所以投资不大就可以进行传感器的生产，各个厂家制做出的传感器所能达到的性能在短期

内几项常规性能是相差不大的，像稳定性方面和综合性能方面又不能进行长期监督，而且保修期又只

有一年，加之许多电子衡器使用很短时间就报废不用了，其原因是工程结束了，搬运费用又很高，所

以就体现不出来优势好坏之分，有些也确实不需要达到所谓的3级秤标准，相当于工艺秤，因此就使

全行业都在向低价进军，追求数量大，规模化生产，大量投资测力机，高低温调温调湿设备，检测试

验设备，相互之间比占地面积，比占用厂房比投资规模，比产值，比数量，比拥有客户多少，但就是

无人对前述的几个小问题进行研究，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以侵占农民土地利益为荣，尽量为子孙后

代不留青山绿水，多留钢筋水泥砖头瓦块以及大量工业垃圾。在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中看不准我们是个

小行业，拼命向大而全进军，而忘记了这个小而全，品种多，小批量个体差异非常大的行业本质。不

应看不起小企业，而往往创新就在小企业，就小小的应变计而言，上海一个小企业就走在了几个专业

大厂的前面，我相信这样一个小企业在目前的条件下也不会得到国家的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的所谓优惠

政策扶持，可他就实实在在为我们行业的前进做出了贡献，传感器也同样需要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



的政策是将行业内的小企业消灭光，那么大一点的企业也离死不远了。 

由于大企业有强大的宣传攻势，既使是错误的也能形成短期内的真理，任何一个中国的企业都

想象两大石油集团一样走向垄断地位，但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留点竟争对手也好为行业的发展增加

活力。 

五、传感器扩展应用的几个典型领域 

1、起重力矩限制器行业 

我国的起重机行业发展相对较慢，技术也相对落后，加之企业之间竟争无序，产品事故常出，

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发出文件，指定设备上必须加装力矩限制器，防止超载出现事故。过去该行业也

采取过相关措施，使用过不同类型的方法进行测量，如机械弹簧法，应变式传感器称重法等，经过

几年的发展，大家觉得还是应变式称重法比较可靠，造价也低，生产技术成熟，所以从 2007 年开

始就大量使用，走在行业前端的是常州常欣和安微高灵两个厂，在传感器行业那是两个非常小的厂，

可产值和销售收入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在传感器行业内的前几名，它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却找准了

应用行业，取得了发展，但这种应用行业随时间变化快，吃政策饭，若不注重跟进，就很容易被淘

汰。自 2008 年下半年以来，传感器行业同仁们看到了这个商机，蜂涌而致，于是价格大战，结构

大战，材料大战，行内各个企业都纷纷下决心大上，由于它对精度要求不高，只对可靠性，断裂性

能要求高一点，适合于企业生产，引起了行业内的重视，但也同时给起重机行业压价的可乘之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传感器生产厂家已有不少无利可图退出市场，由于该产品应用时间短又没有

经过一个整年的春夏秋冬的野外和安装实地作业实践，整个起重机行业都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情况

下，市场已经占领得相差无几了，这说明传感器行业的低值生产能力多么的过剩和可怕，反过来那

个企业能在这样的急功近利的环境下静下心来研究创新呢？ 

2、高等级公路计重收费用称重传感器 

我国 近 5 年在计重收费上也做过不少改进，大车重型车计重收费逐步被人们认同，也基本合

理，按车型收费人们总是不能理解。而到现在就是这个称重的轴重台和道路的关系就很难协调明白，

道路施工者要求是开挖量，安装量越少越好，可这又是作轴重台的人难于实现的，秤体越薄精度和

寿命以及可靠性都难于保证，变形也大，加之这种工程要求交货期非常短，价格又不高，又不能过

高存货，现买现卖，它的可靠性可想而知。另外我国大型货运车超载现象为普遍现象，对秤体的损

坏也相当大，传感器不论放在路面下，而还是路面上面的两侧，其损坏程度是一样的，加之道路的

排水系统被雨水泥浆堵塞的活，传感器浸泡，污损严重，秤体变形扭曲，传感器难达到生产厂家所

指定的使用环境，其测试精度可想而知，且不论以一定的瞬时速度通过所测试的结果准确性，就像

人们所吹捧的弯板式轴轮重台板如何如何称量准确可靠，但真正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否满足我国道路

轴重台实际称量要求，恐怕无人敢打保票。一个便携式弯板轮重台，在车辆通过时要求速度均匀，

限制方向正确，地平等等都还误差较大，重复性都不一定满足要求，而埋入道路里的不受限制的轴

重台就能很准确计量，这在某种情况下是不能服人的，加之这种台板整体加工外表硫化橡胶，一但

出故障，维修是难上加难，现场只能是更换新的，旧的返回工厂，而工厂收到这样一块旧的进行返

修与制做一块新的几乎无差别 来回运费都是可观的费用。 

而采用单只称重传感器的组合轴重台，虽然台体重，尺寸大，高度高，道路开挖量大，施工周

期长，但维修方便，而且维修成本低，适合于我国一些具体国情，称量准确性也要高许多，但我国

目前制做的这种轴重台的技术综合考虑不周，给使用者的印象不好，从材质选用，热处理，表面处



理，美观适用，维护的简便性，防冲击，防雨水泥浆的堵塞情况等都不是人性化设计，由于道路招

标者是轴重台制造者的上帝，而轴重台的制造者又是传感器制造者的上帝，而且仪表，电控系统则

是另外一套制造者。相互很难协调配合，所以几年下来，互相推卸责任，不能在一起共同研究改进，

只是在价格上压价各自都承受了一些不白之冤，尤其传感器行业受打压的情况 为严重，自身的责

任一是结构不合理，二是连接导线电缆断裂，鼠害无保护，防水不好，绝缘电阻下降，三是与台体

的结构相连部位与他们的设计不能很好配合，所以无偿更换，蒙受损失也就成自然的事了。 

六、期望 

综上所述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制造企业作为衡器行业中的一员有责任创新改进，同时也要扩充应

用领域协调发展，借鉴其它行业的发展思路，充实企业，使行业内每个企业都能各有所长，共同前

进，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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