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3 年 6 月，根据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制修

订计划，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分工，并向各单位进行

调研分析，收集资料；2023 年 7 月-8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意见和建议，完成标

准初稿，2023 年 9 月-10 月，标准编写组对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后形成标准草案。

2023 年 11 月召开了专家评审会，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常州天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大连理工江苏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州

大连理工大学智能装备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常州大学、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南

京分中心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赵亮、王峰、刘仲、张亚峰、孟辉、贾永涛、马长江、王杰、邹

灵浩、陈艳丽、潘梅剑。

所做的工作：标准编写组收集了近几年来国内相关压力传感器的相关资料，

通过整理分析，确定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主要由常州天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牵

头完成标准初稿编制，其他参与单位配合编制，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提出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与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以

先进的无人机巡视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

合团体标准要求，目的在于实现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高质量发展，提高生产效

率。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 GB/T 18806-2002《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

总规范》、GB/T 20522-2006《半导体器件 第 14-3 部分：半导体传感器——压力



传感器》等文件。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分为十章，分别是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型号、结构、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范围中介绍了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所适用的领域。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出了

引用的标准文件。术语和定义中对“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等作出界定。

型号中对型号的编制方法作出规定。结构中以图示方式展示了产品结构。参数中

规定了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的基本参数。基本要求中从设计研发、工艺装备、

检验检测三个方面进行规范。技术要求中规定了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应符合的

外观要求、尺寸偏差、性能要求、电磁兼容性和抗冲击性能。试验方法中首先规

范了试验时应符合的环境条件和一般规定，然后针对技术要求，提供了相应的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中规定了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的检验分类、组批、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为新制度标准，无主要技术差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多行业对产品封装、设备压合、平整度等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压敏纸

不仅测压结果不理想，而且存在效率低、不便捷、不实时的情况。已经无法适应

目前的应用需求。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由多个阵列式传感器分布在聚酯薄膜材

质上，具有厚度薄、可弯曲、点数多等优点，可以提高测量的精度、效率，有效

解决此类问题。

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多工况测试需求。本项目

产品的结构特性使其可根据客户要求的尺寸以及测试密度等参数要求来设计指

定尺寸的传感器，另外针对一些有工况限制的测试需求，可做出针对性开发一些

异型的传感器来满足客户的特殊定制需求，例如一些感测区域需要弯折或者开孔

等会影响传感器整体性的特殊操作，在既能满足客户要求又不影响传感器性能条

件下设计开发有定制要求的传感器，扩大了压力传感器的适用范围。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牵头单位常州天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大连理工江苏研究院有限公司、常

州大连理工大学智能装备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常州大学、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南京分中心等单位，开展多工况、多用途的测试试验，结果表明，本标准技术指

标正确，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在测量三维立体复杂的、动态变化的压力界面时



具备很强的适应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是基于纳米技术发展而来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已广泛

地应用于精密的检测作业中，更符合当前设备生产企业对于检测类设备的要求，

不但可以通过动态化实时监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工艺质量，而且可以满足生产企

业的质量量化标准，有利于生产企业进行行业标准的制定，达到改善企业自身的

工艺质量，提升产品的质量把控，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未对国外的样

品、样机进行测试，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

是否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团体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推荐起草单位及相关从事分布式保密压力传感器生产、检验工作的单

位或团体，按照此标准相关要求开展作业。

（2）中国电工学会牵头推广《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技术规范》，组织企

业、单位进行试点应用。

（3）建议对分布式薄膜压力传感器技术进行持续跟踪，确保本标准的先进

性。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