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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技术实现气体浓度二维分布测量的方法，探索了重建气体浓度

二维分布的模型和算法，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式对重建程序进行了可行性验证。搭建了由２４束激光束构成

的场参数测量系统，以甲烷／空气预混火焰中Ｈ２Ｏ为测量对象，运用重建程序重建了火焰中Ｈ２Ｏ浓度的二

维分布，实验结果分析表明，重建结果较真实的反应了火焰中Ｈ２Ｏ浓度的二维分布状态，为实现优化燃烧

控制提供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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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技术（ｔｕｎａｂｌｅ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ＤＬＡＳ）是利用半导体激光器驱动电

流和温度的变化实现波长的调制，通过对待测气体的快速扫

描，实现诸如温度、浓度、压强、速度等参数的窄线宽测量

方法［１４］。该技术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响应速度快

等特点，已经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燃烧测量等领域［５７］。

在碳氢燃料燃烧中，Ｈ２Ｏ作为燃烧产物之一，其浓度分

布对监控燃烧的反应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ＴＤ

ＬＡＳ技术测量的气体浓度多为整个光路上的平均值，当测量

环境中气体浓度梯度变化较大时，显然不能真实反应实际的

状态。本工作以ＴＤＬＡＳ技术为基础，搭建了２４束激光束平

面火焰测量系统，并利用代数迭代重建算法（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ＲＴ）重建了甲烷／空气预混平面火焰中

Ｈ２Ｏ浓度的二维分布。通过数值模拟验证了该测量方法的

可行性，分析了重建浓度分布结果的选取原则。

１　基本原理与重建程序设计

１１　犜犇犔犃犛测量原理

激光器发射一束频率为ν（ｃｍ－１）的单色光穿过火焰区

域，当其频率与气体吸收组分频率相同时，激光能量被吸

收，入射光强Ι０和透射光强Ιｔ遵循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
［８］

犜ν＝
犐ｔ
犐（ ）０ ＝ｅｘｐ（－犘犡犔犛（犜）φ（ν－ν０，犜））＝ｅｘｐ（－αν犔）

（１）

其中犜ν定义为传播分数，αν（ｃｍ
－１）为吸收系数，Ρ（ａｔｍ）为

总压，犡为组分摩尔浓度，犔（ｃｍ）为吸收气体的吸收光程，φ

（ｃｍ－１）为线型函数，满足∫φｄ狏＝１，犛（犜）（ｃｍ
－２·ａｔｍ－１）为

谱线强度，是温度犜（Ｋ）的函数
［９］。

犛（犜）＝犛（犜０）
犙（犜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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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犮犈″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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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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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ｅｘｐ（－犺犮ν／犽犜）

１－ｅｘｐ（－犺犮ν／犽犜０［ ］） （２）

其中犜０（Ｋ）为参考温度，犺（Ｊｓ）为普朗克常数，犈″犻（ｃｍ－１）为

低能级能量，犽（Ｊ·Ｋ－１）为波尔兹曼常熟，犮（ｃｍ·ｓ－１）为真

空中光速，ν为跃迁频率，犙（犜）为分割函数。定义积分吸收

率犃

犃＝∫αν犔ｄν＝犘犔犡犛（犜） （３）

１２　重建程序设计

首先将探测区域离散化为犐＝犖×犖个网格，任意第犼条

激光束犛穿过待测区域第犻个网格的长度为犔犻犼，如图１所示。



犉犻犵１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狅犳狋犺犲犾犪狊犲狉狆犪狊狊犻狀犵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狋犲狊狋狉犲犵犻狅狀

　　将坐标原点定在左下角网格的中心位置，建立任意激光

束犛与网格边界直线方程。由两交点的中点坐标确定所属网

格的编号，再求出穿过相应网格距离犔犻犼。

依据Ｂｅ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频率为ν１ 的第犼条激光束穿

过待测区域的气体吸收离散化方程为

犃ν１，犼 ＝∑
犐

犻＝１

［犘犛（犜）犡］ν１，犻犔犻犼 ＝∑
犐

犻＝１

αν１，犻犔犻犼　（犼＝１，２，…，犑）

（４）

　　将上式的吸收系数αν１，犻按式（５）进行迭代
［１０］，当满足收

敛条件式（６）时，输出相应的αν１，犻。

αν１，犻（犽＋１）＝αν１，犻（犽）＋λ
犃ν１，犼－∑

犐

犻＝１
αν１，犻（犽）犔犻犼

∑
犐

犻＝１
犔２犻犼

（犻＝１，２，３，…，犐；犼＝１，２，３，…，犑） （５）

αν１，犻（犽＋１）－αν１，犻（犽）＜ε （６）

　　网格内的温度已知时，可以通过线强计算公式，得到每

犉犻犵２　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犳犾狅狑犮犺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犵犪狊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个网格内的线强犛犻（犜）值，浓度值可由式（７）求出。

犡ν１，犻＝αν１，犻（犽＋１）／（犘犛ν１（犜）） （７）

　　气体浓度二维分布重建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２　系统设计

　　实验系统的总体设计如图３所示。

犉犻犵３　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狊狔狊狋犲犿

　　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频率为１ｋＨｚ的锯齿波扫描信号，

将此信号加载到激光控制器（ＬＤＣ３９００）上，控制激光器

（ＮＬＫ１Ｓ５ＥＡＡＡ）产生一条同时扫描到两条吸收谱线（λ１ 和

λ２）波长的激光束，由分光器分为２４束后从４个不同角度扫

描平面火焰区域，光电探测器获取吸收信号。

实验台架的仪器布置如图４所示。

犉犻犵４　犔犪狔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犪狆狆犪狉犪狋狌狊

　　装有光纤准直器的光学调整架固定在４个支架上，光电

探测器安装到另一端，通过光学调整架来校准光路。测量

时，Ｎ２孔内通有Ｎ２，用来吹扫激光测孔，以防止燃烧产生

的Ｈ２Ｏ进入激光测孔内对吸收信号产生影响。中间圆形区

域为甲烷／空气平面火焰燃烧炉，其下面经电动升降机以改

变火焰探测位置。

３　气体浓度二维分布数值模拟重建

　　为了验证重建程序以及实际测量重建结果的正确性，对

气体浓度二维分布进行了数值模拟。数值模拟与实际测量重

建的主要区别为获取气体吸收积分率犃犼的方式不同：数值

模拟中，根据给定假设原始的温度与气体浓度分布计算出气

体积分吸收率犃犼；实际测量中，吸收信号经拟合、积分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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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都得到气体积分吸收率犃犼。

数值模拟试验中，选取的 Ｈ２Ｏ吸收谱线（７１５４．３５４

ｃｍ－１）作为参考谱线来计算相应参数。为了模拟实际的测量

误差，将计算得到的气体积分吸收率犃犼分别添加不同的随

机误差（０％，１％，５％，８％）进行重建。假设原始的温度与

气体浓度分布如图５所示，数值模拟实验表明，不同的迭代

初始浓犡０对重建结果无影响，但是初始值与真实值相差越

大，所需要的迭代次数也会随之增加。重建出的不同随机误

差下气体浓度二维分布如图６所示，重建结果的比较如图７

所示。

犉犻犵５　犃狊狊狌犿犲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犵犪狊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犉犻犵６　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犪狀犱狅犿犲狉狉狅狉狊

犉犻犵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犵犪狊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

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犪狀犱狅犿犲狉狉狅狉狊

　　从不同随机误差下重建结果可以看出，重建的气体浓度

二维分布较准确反应假定的气体浓度分布情况。为了比较重

建误差的大小，给定图像重建中两个评价指标：

最大相对误差犲ｍａｘ，其定义式（８）如下

犲ｍａｘ＝Ｍａｘ
犖

１

狘狉犻－狅犻狘
狅ｍａｘ－狅ｍｉｎ

（８）

　　平均误差犲ａｖｅｒ，其定义式（９）如下

犲ａｖｅｒ＝
１
犖∑

犖

犻＝１

狘狉犻－狅犻狘
狅ｍａｘ－狅ｍｉｎ

（９）

其中，狉犻为重建图像中的像素值，狅犻为假定图像中相应网格

内的像素值，犖为网格数量，即图像像素总数，犻为网格数编

号，狅ｍａｘ为假定图像像素的最大值，狅ｍｉｎ为假定图像像素的最

大值。

不同随机误差下重建结果的最大相对误差犲ｍａｘ与平均误

差犲ａｖｅｒ如图８所示。

犉犻犵８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犲狉狉狅狉

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犪狀犱狅犿犲狉狉狅狉狊

　　从比较图中可以更清晰的发现，随着对投影数据添加随

机误差的增加，重建结果的误差也急剧上升。为此，实验中

尽量降低测量与数据处理过程中带来的误差。

４　平面火焰中Ｈ２Ｏ浓度二维分布的测量重

建

　　测量过程中，在平面火焰炉上面的多孔板上安放一块金

属块，这样炉子的中心区域就不能燃烧，将使中间区域气体

浓度与温度低，边缘高，即产生较大的浓度与温度梯度，其

火焰的形状如图９所示。

犉犻犵９　犘犺狅狋狅犵狉犪狆犺狅犳犳犾犪犿犲

　　热电偶测量火焰区域的温度约为９２０Ｋ，中间无火焰区

域的温度约为５１０Ｋ，因此，重建区域的温度分布如图１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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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犉犻犵１０　犜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犫狔狋犺犲狉犿狅犮狅狌狆犾犲

　　测量时，光电探测器从扫描锯齿波的下降沿开始采集数

据，吸收前的初始信号及未经处理的原始吸收信号如图１１

和图１２所示。为了吸收信号图像清晰辨认且由于激光束布

置的对称性，这里给出了１２束激光束（７１５３．７４８和

７１５４．３５４ｃｍ－１）经数据处理后的频域吸收信号，如图１３所

示。再经积分计算得到每束光路的气体积分吸收率犃犼，利用

气体浓度重建程序计算出气体浓度分布如图１４所示。

犉犻犵１１　犗狉犻犵犻狀犪犾狊犻犵狀犪犾

犉犻犵１２　犃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狊犻犵狀犪犾

犉犻犵１３　犃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狊犻犵狀犪犾犪犳狋犲狉犱犪狋犪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

犉犻犵１４　犌犪狊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７１５３７４８犪狀犱７１５４３５４犮犿－１）

　　为了对两条吸收谱线（７１５３．７４８和７１５４．３５４ｃｍ－１）的

重建结果进行分析，在此将重建的气体浓度分布进行比较，

如图１５所示。

　　从两条吸收谱线重建出的Ｈ２Ｏ浓度分布比较图可以看

出，重建结果相差很小，又由于两条测量谱线具有相对独立

性，因此可以认为重建结果较好的反应了甲烷／空气平面火

焰中Ｈ２Ｏ浓度的二维分布。

犉犻犵１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犵犪狊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

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犫狔狋犺犲狋狑狅犪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犾犻狀犲狊

　　重建过程中是以αν１，犻＝犛（犜犻）犡犻作为变量进行迭代，而

探测区域温度由热电偶测量获得，存在误差，将使计算相应

探测区域网格内的谱线线强犛（犜犻）产生误差，进而使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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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产生误差，因此，在相同的温度误差前提下，选取测量

谱线线强犛（犜）在测量温度范围内随温度变化梯度小的重建

结果作为探测区域Ｈ２Ｏ浓度的二维分布。由ＨＩＴＲＡＮ数据

库查得的两条吸收谱线线强犛（犜）随温度的变化如图１６所

示。

犉犻犵１６　犔犻狀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犪狊犪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７１５３７４８犪狀犱７１５４３５４犮犿
－１）

　　探测的火焰区域（９００Ｋ），吸收谱线（７１５４．３５４ｃｍ－１）在

此温度范围内线强犛（犜）随温度的变化梯度小，取其重建结

果作为火焰区域内Ｈ２Ｏ浓度的二维分布；非火焰区域（５００

Ｋ），吸收谱线（７１５３．７４８ｃｍ－１）在此温度范围内线强犛（犜）

随温度的变化梯度小，取其重建结果作为非火焰区域内Ｈ２Ｏ

浓度的二维分布。

５　结　论

　　利用多角度多光纤同时扫描甲烷／空气预混平面火焰的

方法，克服了传统ＴＤＬＡＳ技术只是测量光路上气体平均浓

度的局限，实现了火焰中Ｈ２Ｏ浓度的二维分布进行了重建。

为了验证重建结果的准确性，采用了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重建

程序的可行性进行验证，然后分析利用两条谱线重建出气体

浓度分布的选取原则。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ＬＯＵＸｉｕｔａｏ，ＳｏｍｅｓｆａｌｅａｎＧ，ＣＨＥＮＢｉｎ，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２：９９０．

［２］　ＷａｇｎｅｒＳｔｅｖｅｎ，ＦｉｓｈｅｒＢＴ，ＦｌｅｍｉｎｇＪＷ，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９，５：８３９．

［３］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Ｓｖｅｎ，ＬｅｗａｎｄｅｒｈＭａｒｔａ，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Ｔｏｍａｓ，ｅｔａｌ．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ＯｔｏｌｏｇｙＲｈ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２１７．

［４］　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ＫＡＮＲｕ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张　亮，刘建国，阚瑞峰，等）．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物理学报），２０１２，６１（３）：２１４．

［５］　ＷａｎｇＦｅｉ，ＣｅｎＫｅｆａ，Ｌｉ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Ｆｌｏ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１：３８２．

［６］　ＳｈｅｍｓｈａｄＪ，ＡｍｉｎｏｓｓａｄａｔｉＳＭ，ＢｏｗｅｎＷＰ，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Ｌａｓｅｒ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０６（４）：９７９．

［７］　ＫｕｕＷＹ，Ｏ’ＢｒｙａｎＫｅｖｉｎＲ，ＨａｒｄｗｉｃｋＬｉｓａＭ，ｅ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６（４）：３４３．

［８］　ＣＨＡＯＸｉｎｇ，ＪｅｆｆｒｉｅｓＪＢ，ＨａｎｓｏｎＲＫ．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Ｌａｓｅｒ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０６（４）：９８７．

［９］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ＧＵＨａｉｔａｏ，ｅｔａｌ（王　健，黄　伟，顾海涛，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Ｌａｓｅｒ（光电子·激光）．２００６，

１０（１７）：１２３３．

［１０］　ＷａｎｇＦｅｉ，ＣｅｎＫｅｆａ，Ｌｉ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１：０４５３１．

犜犺犲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犜狑狅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狅犳犌犪狊

犆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犉犾犪狋犉犾犪犿犲犅犪狊犲犱狅狀犜狌狀犪犫犾犲犔犪狊犲狉

犃犫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犛狆犲犮狋狉狅狊犮狅狆狔

ＪＩＡＮＧＺｈｉｓｈｅｎ，ＷＡＮＧＦｅｉ，ＸＩＮＧＤａｗｅｉ，ＸＵＴｉ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ｎｈｕａ，ＣＥＮＫｅｆａ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ｕｎａｂｌｅ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ｌｇｏ

５９８２第１１期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

ｇｒａｍ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２４ｌａｓｅｒｓ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２Ｏｉｎ

ｔｈ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ｉｒｐｒｅｍｉｘｅｄｆｌａｍｅ．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２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ｗａ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ｈｏｗ

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２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ｌａｍｅ．Ｔｈ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ｃｈｅｍ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ｕｎａｂｌｅ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ａｒ．２１，２０１２；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Ｊｕｎ．２０，２０１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欢迎刊登广告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１３年征订启事

国内邮发代码：８２６８　　　　　国外发行代码：Ｍ９０５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１９８１年创刊，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２２００／Ｏ４，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０５９３，ＣＯＤＥＮ码：ＧＹＧＦＥＤ，国内外公开发行，大１６开本，２９２页，月刊；是中国科协主管，中国光学

学会主办，钢铁研究总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承办的学术性刊物。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每期售价４０．００元，全年４８０元。刊登主要内容：激光光谱测量、红外、拉曼、紫外、可

见光谱、发射光谱、吸收光谱、Ｘ射线荧光光谱、激光显微光谱、光谱化学分析、国内外光谱化学分析领

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创性研究论文、学科发展前沿和最新进展、综合评述、研究简报、问题讨论、书

刊评述。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适用于冶金、地质、机械、环境保护、国防、天文、医药、农林、化学化工、商

检等各领域的科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制造厂家、从事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的研究人员、高校有关专业的

师生、管理干部。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为我国首批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中国科协择优支持基础

性、高科技学术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物理文摘”，“中国学术期刊

文摘”，同时被国内外的ＣＳＣＤ，ＳＣＩ，ＡＡ，ＣＡ，Ｅｉ，РЖ，ＭＥＤＬＩＮＥ，Ｓｃｏｐｕｓ等文献机构收录。根据国

家科技部信息研究所发布信息，中国科技期刊物理类影响因子及引文量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都居前几位。

欢迎国内外厂商在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发布广告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８０９４号）。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的主编为高松院士。

欢迎新老客户到全国各地邮局订阅，若有漏订者可直接与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期刊社联系。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７６号 （南院），《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期刊社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２１８１０７０，６２１８２９９８

电子信箱：ｃｈｎｇｐｘｙｇｐｆｘ＠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修改稿专用邮箱：ｇｐ２００８＠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ｘｙｇｐｆｘ．ｃｏｍ

６９８２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第３２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