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发展 6卷 12 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19

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传感器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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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感器融合是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关键技术，通过整合多种传感器数据，提升系统的智能化、实时性和可

靠性。论文探讨了传感器融合的实现方法，包括数据层、特征层和决策层的多层次融合策略，分析了其在工业自动化、

智能机器人及交通运输系统中的典型应用。同时，针对技术挑战提出了解决方向，如传感器微型化、人工智能与边

缘计算的结合，以及数据安全的保障。研究表明，传感器融合技术是机电一体化系统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多领

域应用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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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sor fusion is a key technology in mechatronics systems, which enhances the intelligence, real-time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sensor data.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sensor 
fusion, including multi-level fusion strategies for data layer, feature layer, and decision layer, and analyzes its typical 
applications in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solutions to technical 
challenges	are	proposed,	such	as	sensor	miniaturiz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ge	computing,	and	
the guarantee of data security.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ensor fusion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echatronics	systems,	bringing	profound	impacts	to	applications	in	multipl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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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机电一体化系统已广泛

渗透到工业生产、智能交通、机器人技术等众多领域，成为

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机电一体化系统旨在将机

械、电子、控制和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实现系统的智能化、

高效化运行。而传感器作为系统的“感知器官”，负责采集

各种环境信息和系统状态数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随着机电一体化系统应用场景的日益复杂，对系统的

感知能力和决策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一传感器往往只

能获取有限的信息，难以满足系统对全面、准确数据的需

求。传感器融合技术应运而生，它通过整合多种类型传感器

的数据，充分发挥各传感器的优势，弥补单一传感器的局限

性。这不仅能提升系统对环境和自身状态的感知精度，还能

增强系统在复杂工况下的决策可靠性，为机电一体化系统的

创新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下将对其进行深入

探讨。

1 传感器融合的实现方法

1.1 数据层融合
多传感器系统中，时空对齐是实现数据融合的关键步

骤。由于不同传感器可能存在采样频率不一致、时钟偏移和

坐标系差异，因此需要进行统一的时间同步和空间标定。时

间同步通常通过网络时间协议（NTP）或精确时间协议（PTP）

实现，确保传感器数据的时间戳一致性。空间对齐则依赖外

参标定技术，通过标定实验获取传感器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角

度关系，构建统一的空间坐标系。

数据的信号预处理也是数据层融合的重要内容。由于

传感器在采集数据时可能受到噪声、外界干扰或其他非理想

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滤波、去噪和插值等技术提升数

据质量。例如，卡尔曼滤波可以有效去除惯性传感器中的高

频噪声，插值方法则可平衡不同采样率的传感器数据。此外，

归一化处理常用于不同量纲数据的统一，以确保后续处理的

一致性 [1]。

1.2 特征层融合
特征层融合旨在从传感器数据中提取和整合关键特征，

以降低冗余数据的干扰，突出对系统功能最重要的信息。在

这一阶段，特征提取与降维是实现融合的基础。

特征提取通常依赖于数据的本质属性，如时间域的统

计特征、频域的频谱信息或空间结构特征。例如，在激光雷

达数据处理中，可以提取点云的几何形状特征，而图像数据

则通过边缘检测提取视觉特征。降维技术则通过减少数据维

度，降低计算复杂度，同时保留数据的核心信息。常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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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主成分分析（PCA）和线性判别分析（LDA），这些

方法广泛应用于多维传感器数据的压缩和优化。

在完成特征提取后，需要进行多传感器特征整合。加

权融合是一种常用方法，根据传感器的可靠性分配不同权重

以整合特征。此外，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复

杂特征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卷积神经网络（CNN）

和递归神经网络（RNN）在处理图像与序列数据的融合上

展现了强大能力。这些技术可以通过非线性方式深度整合传

感器特征，生成具有更强表达能力的特征集。

1.3 决策层融合
决策层融合关注的是如何基于多源数据和整合特征生

成可靠的决策。这一阶段包括多源数据决策模型的建立，以

及对决策结果的优化和可信度评估。

多源数据决策模型的构建分为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

学习的方法。基于规则的方法，如贝叶斯网络和模糊逻辑，

依赖显式规则对传感器数据进行推理和决策。这种方法适合

于明确场景和条件的应用。然而，随着数据复杂性的增加，

基于学习的方法逐渐成为主流，如支持向量机（SVM）、

随机森林以及深度学习模型。这些方法可以处理复杂的非线

性数据关系，并在多样化的场景中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

在生成决策后，优化与可信度评估是确保系统可靠性

的关键步骤。可信度评估通常通过计算决策的不确定性或置

信区间来完成。例如，使用后验概率分析决策的可靠性。优

化方法则包括强化学习和遗传算法，通过不断迭代优化决策

策略，提高系统的实时响应能力。例如，在机器人路径规划

中，强化学习可以动态调整路径以避开动态障碍物，同时保

证最优效率 [2]。

1.4 常用的传感器融合工具和平台
硬件平台和软件工具是传感器融合技术实现的重要支

撑。硬件平台负责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处理和传输，而软件

工具则提供算法开发与验证的环境。

硬件平台主要包括嵌入式系统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嵌入式系统以其低功耗和小体积优势广泛应用

于便携设备中。例如，ARM 架构的嵌入式芯片常用于机器

人传感器的实时处理。而 FPGA 则以高性能并行处理能力

著称，适用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如自动驾驶系统

中的传感器数据融合。

在软件工具方面，MATLAB 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和丰富的工具箱支持广泛应用于算法开发和验证中。特别

是在传感器融合领域，MATLAB 信号处理工具箱和机器学

习工具箱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机器人操作系统

（ROS）则是机器人领域的标准化软件框架，其支持多传感

器数据采集、处理和算法集成，为机器人系统开发提供了高

效的解决方案。此外，TensorFlow 和 PyTorch 等深度学习框

架在复杂融合算法的开发和训练中展现出极高的效率和灵

活性。

2 传感器融合在机电一体化中的应用

2.1 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
工业自动化是机电一体化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其中

传感器融合为实现生产线的高效运行和智能管理提供了坚

实的技术支持。

2.1.1 自动化生产线中的故障诊断
在自动化生产线中，设备的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然而，由于设备复杂性增加，单一传感器

难以全面感知和预测设备运行状态。传感器融合技术通过整

合振动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以及声学传感器的

数据，构建多模态监测系统，可以全面捕捉设备运行状态。

例如，在大型机床的故障诊断中，振动传感器用于监测机械

部件的运行状态，温度传感器检测电机的工作温度，声学传

感器捕捉异常噪声信号。通过融合这些传感器数据，利用机

器学习算法建立故障预测模型，不仅能够实时监测设备的异

常，还能提前预测可能的故障，提高生产线的可靠性和维护

效率。

2.1.2 精确定位与控制
工业自动化中的精准定位和控制是确保产品质量的重

要环节。传感器融合技术通过结合激光测距传感器、超声波

传感器、视觉传感器的数据，可以实现毫米级甚至微米级的

高精度定位。例如，在机器人焊接系统中，视觉传感器提供

焊接路径的实时图像数据，激光传感器确保焊头的精确位

置，温度传感器监测焊接温度以确保接头质量。融合这些传

感器的数据后，控制系统可以实时调整焊接参数，保证焊接

精度，同时降低人为干预，提高生产效率。

2.2 智能机器人中的应用
智能机器人在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应用，

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传感器融合赋予机器人

更高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智能化水平。

2.2.1 环境感知与自主导航
智能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导航是一个核心挑战，

依赖单一传感器通常难以满足需求。传感器融合技术通过综

合激光雷达、摄像头、惯性测量单元（IMU）、超声波传感

器的数据，构建精确的环境模型，从而实现机器人自主导航。

例如，激光雷达提供周围环境的高精度三维点云数据，

摄像头捕捉场景的彩色图像，IMU 用于获取机器人的姿态

和运动状态。通过融合这些数据，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

规划最优路径并自主避障。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自动配送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和农业机器人中 [3]。

2.2.2 人机协作中的安全保障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人机协作机器人需要确保与人

类的协同操作安全。传感器融合通过整合力传感器、视觉传

感器和接近传感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实时感知周围环境并

动态调整动作。例如，当机器人在工厂内与工人共同完成装

配任务时，力传感器感知到外部异常阻力可以立即停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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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力觉传感器检测到工人的位置时调整运动路径以避免碰

撞，接近传感器则用于提前感知潜在危险。这种多传感器协

同工作机制显著提高了人机协作的安全性和工作效率。

2.3 交通运输系统中的应用
随着智能交通的快速发展，传感器融合技术在提高交

通运输系统效率和安全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3.1 智能车辆的感知与控制
智能车辆是实现无人驾驶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

的核心载体。传感器融合在其中提供了多维度的环境感知能

力，确保车辆在复杂道路环境中的安全与高效运行。

智能车辆通过融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

GPS 以及惯性导航系统的数据，能够实现车辆的精准感知

与控制。例如，摄像头提供交通标志和车道线识别信息，毫

米波雷达感知前方车辆距离和速度，激光雷达提供三维环境

建模，GPS和惯性导航系统提供车辆的实时位置和速度信息。

融合这些信息后，车辆可以精准识别道路状况、预测其他车

辆行为，并制定最优驾驶决策。

2.3.2 轨道交通的实时监测
轨道交通系统需要高度可靠的实时监测和控制，以确

保乘客安全和系统稳定运行。传感器融合通过整合振动传感

器、位移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数据，实现

列车和轨道的全面监测。

例如，列车运行过程中，振动传感器实时监测车体和

轨道之间的动态变化，位移传感器提供轨道形变信息，加速

度传感器分析列车启动和刹车的动态响应，温度传感器检测

轨道和车轮的温度变化以防止过热。传感器融合技术不仅提

高了监测精度，还能在潜在问题发生前提供预警，降低安全

隐患。

3 传感器融合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3.1 面临的技术挑战
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传感器融合技术的核心在于从

多个传感器中获取的数据进行集成、处理与分析，以实现系

统的高效运行。然而，尽管该技术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

医疗设备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技术

挑战。

3.1.1 数据处理的实时性与复杂性
其是传感器融合技术的主要瓶颈之一。现代机电一体

化系统通常需要实时响应复杂环境中的多种变量。例如，在

自动驾驶系统中，不同传感器（如激光雷达、摄像头和超声

波传感器）会同时捕获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的融合需要在

极短时间内完成，才能为车辆提供准确的环境感知能力。然

而，实时处理这类海量数据对算法的效率和硬件性能提出了

极高要求。如果无法满足实时性要求，系统可能无法及时作

出决策，导致性能下降甚至安全隐患。此外，不同传感器数

据的异构性和不一致性也加大了处理复杂性，例如图像数据

与点云数据在时空对齐过程中需要大量计算资源 [4]。

3.1.2 传感器误差与校准问题
由于传感器的制造工艺、使用环境和老化效应等因素，

其输出信号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或随机误差。如果不加以校

正，这些误差会直接影响传感器融合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尤

其在多传感器协同工作时，个别传感器的误差可能会对整个

系统造成累积影响。传感器的动态校准技术尽管有所发展，

但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仍需改进。例如，温度、

湿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传感器性能的干扰常常难以预测，动

态校准算法需要兼顾实时性和准确性，这是当前研究的重要

难题。

3.2 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

3.2.1 传感器微型化与多功能集成
随着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感器

的体积正在迅速缩小，其功能却日益多样化。例如，现代传

感器可以同时感知温度、压力和湿度等多种物理量，并集成

信号处理与数据传输模块。传感器的微型化和多功能化为机

电一体化系统的轻量化和集成化设计提供了可能。这种高密

度、多功能传感器融合不仅可以降低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还能提高数据采集的效率和质量。

3.2.2 人工智能（AI）与边缘计算技术在传感器融合

中的应用
AI 技术的引入使得传感器融合系统能够从大量数据中

自动提取特征并做出智能决策。深度学习算法在图像识别、

信号预测等方面的成功应用表明，AI 可以显著提升传感器

数据的处理效率和融合精度。而边缘计算的兴起则进一步推

动了这一进程。通过将计算能力部署在靠近数据源的边缘节

点上，边缘计算可以有效降低数据传输延迟并减少对云端计

算资源的依赖。例如，在工业机器人系统中，边缘计算结合

AI 算法可以实时处理多个传感器的数据，确保机器人在高

速运转过程中具有高精度的感知与决策能力。此外，边缘计

算的分布式架构还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3.2.3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随着传感器在智能设备中的广泛部署，数据安全问题

愈加突出。传感器不仅采集环境数据，还可能涉及用户的个

人信息，如生物特征、位置信息等。一旦这些数据在传输或

存储过程中被恶意攻击，不仅会威胁用户隐私，还可能影响

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在传感器融合技术中，如何确

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端

到端加密技术、零知识证明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在被引入

到传感器数据管理中，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例如，

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记录和验证传感器数

据，从而防止数据篡改与伪造。

4 结语

传感器融合作为机电一体化系统发展的核心技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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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了系统的感知能力和决策水平。通过数据层、特征层

和决策层的分层处理，融合技术能够高效解决多源异构数据

的协调问题，在工业自动化、智能机器人和交通运输等领域

展现出广泛应用价值。然而，实时性、精度以及数据安全性

等技术难题仍需进一步攻克。随着微型化传感器、人工智能

和边缘计算技术的进步，传感器融合将在未来更加智能化和

可靠，为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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