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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技术"

A_O9/

#!扫描多条吸收谱线以实现气体温度分布的测量$文章给

出了温度分布测量的原理和方程离散化的方法!在气体浓度和压力均匀时!利用带约束最小二乘法计算得

到温度分布$根据
HTAK9'

中
*==.1E

W)附近的
>

条
?B

谱线的参数!建立了温度在
=..

和
*..^

时!路径

长度均为
CC1E

的两段温度分布模型!模拟了测量误差与温度区间长度约束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测量

误差的增大和约束条件的减弱!计算结果误差相应增大$在
Cj

的测量误差下!计算结果的最大误差为

))j

!平均误差为
!&!j

$以管式炉中的高温段和室温下的低温段作为两段温度分布模型进行试验$利用

*==.1E

W)处的垂直腔面发射激光二极管"

#?/NO

#扫描得到的
>

条
?B

谱线!通过背景信号的三次多项式

拟合得到基线!求出温度分布计算所需的光谱吸收率积分值$在四种情况下!计算温度分布结果与模型误差

分别为
,&=j

!

*&Cj

!

>&,j

和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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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行业都需要对温度进行实时监控!以实现优化控

制!提高燃烧经济性!降低污染物排放$热电偶测量是常用

的温度测量方法!但是只能实现单点的测量!无法得到测量

区域内部温度信息!并且由于采用接触式的测量原理!对温

度场存在一定影响!具有局限性$光学测量方法采用非接触

式的测量原理!通过得到与内部温度场相关的光学信号进行

计算!从而得到测量区域内部温度分布!如利用
??_

来进行

温度场重建等等(

)-=

)

$

利用调谐激光吸收光谱"

A_O9/

#技术不但可以实现对

于气体浓度的在线测量(

>-"

)

!也可以进行气体的温度测量$

利用同时扫描两条气体吸收谱线得到的吸收信号!可以实时

计算出气体温度值$目前国内外研究学者对此都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

+-))

)

!但是此方法不能用于具有明显温度梯度的测量

对象$采用扫描多条吸收谱线!结合离散化的处理方法则可

以得到在测量温度范围内!测量区域内部大致的温度分布情

况!从而为安全控制和优化提供帮助$近些年来!随着激光

技术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在近红外波段的光学仪器设

备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在近红外波段利用
A_O9/

进行气体

浓度和温度测量成为研究的热点$采用
#?/NO

激光二极管!

可以在其较宽的波长扫描范围内得到多条气体吸收谱线!大

大方便了气体温度分布的测量$

)

!

测量原理

!!

激光穿过气体介质后!其强度变化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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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谱线强度!它表示该谱线的吸收强度&

"

为

气体的总压&

E

为光学路径长度&

9

为气体的体积浓度&

-

"

F

#为线型函数!它表示了被测吸收谱线的形状$

随着气体温度的变化!其谱线强度也将发生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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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

为总的分子内部分割函数&

(BJ

为低跃迁态的能

量&

..

!

B

为跃迁频率&

H

为普朗克常数!

1

为波尔兹曼常数!

I

为光速$在温度低于
!C..^

!波长小于
!&C

#

E

的情况下!



最后一项对于谱线强度的影响可以被忽略$由于线型函数在

频域上的积分值为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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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位置的谱线!具有不同的低态跃迁能量!根据"

!

#

式!其谱线强度随温度的变化情况也不相同$因此!对于气

体温度非均匀的测量区域!通过采用多条吸收谱线!利用其

在光路上得到的不同的光谱吸收率积分值!并借助于离散化

或拟合(

)"

)的方法!从而计算出光路上的气体温度分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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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测量中采用的吸收谱线的数目$采用离散化方

法!首先估计出测量气体的温度范围!即温度的上限与下

限!然后在这个范围内!把温度分成
,

段!假定在每一段的

区间内具有均匀分布的温度
2

B

!压力
"

B

!浓度
9

B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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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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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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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温度区间分布为"

2

)

!

2

!

!1!

2

,

#!则矩阵
#

便可以求

出!从而
L

也可以求解$很多测量过程中!压力
"

和浓度
9

是均匀不变的!这时便可以作为常数从矢量
L

中分离开来!

留下(

E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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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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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即光路在各自温度区间内的长度!

从而得到了测量场内的温度分布$缺点在于得到的结果只能

了解测量场内在不同温度区间内的长度!无法知道各个温度

区间在测量场中的位置$

拟合方法通过假定待测气体的温度和浓度分布建立模

型!利用迭代计算得到结果$但是对于很多测量对象!其温

度和浓度分布情况是无法提前预知的!这便限制了拟合方法

的应用!相比而言!离散化方法只需了解测量场的温度范

围!便可以得到气体温度的分布情况!具有一定的优势$本

文的数值模拟和试验均采用离散化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当"

C

#式中谱线的数目
%

大于等于温度区间数目
,

时!

利用带约束的线性最小二乘法来进行拟合计算'

E:7

/

%

B

+

)

/

,

M+

)

"

#

B

"

2

M

#

K

"

"

M

9

M

E

M

#

)

;

B

" #

#

!

"

,

#

!!

计算结果为光路在各个温度区间内的长度$为了防止由

于测量误差的存在!使得计算结果误差过大!或不符合物理

意义!在计算过程中加入一定的物理约束条件!如每个温度

区间的长度不能为负值!总的温度区间长度为光路长度等

等!从而约束得到的计算结果!使其可以真实反映实际情

况$

!

!

数值模拟

!!

为了考察气体温度分布计算过程中测量误差及物理约束

条件对于结果的影响!首先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和试验中

采用的激光源为波长在
*==.1E

W)处的
#?/NO

激光二极

管!在其扫描范围内存在
>

条较强的
?B

谱线!其光谱参数

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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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中!模型由两个温度段组成!

=..

与
*..^

!其长度

均为
CC1E

$温度分布计算采用
>

个温度区间!分别为
=..

!

*..

!

+..

和
)!..^

!并设定气体浓度和压力均匀不变$通

过给吸收信号添加不同比例的误差!模拟计算过程中测量误

差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

向
>

条谱线模拟得到的吸收信号中添加同方向的
!j

!

Cj

和
).j

的误差!以表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不同大小的

测量误差对温度区间长度计算结果的影响!如图
)

所示$

!"

#

$%

!

&88)=-58+).01*)+),-)**5*5,=./=1/.-"5,*)01/-58

(

.-2/),

#

-285*-)+

(

)*.-1*)A",0

!!

在最不利的情况!

Cj

的测量误差将导致最大为
))j

的

温度区间长度计算误差!但考虑到测量中误差的随机性!故

实际的温度区间长度计算误差将小于
))j

$经计算!

Cj

的

测量误差所引起的温度区间长度计算误差的平均值为

!&!j

$

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的计算过程中!不同的物理约束条

件也会对温度分布的结果产生影响$图
!

给出了在
=j

的测

量误差下进行两段温度分布计算时!不同的温度区间长度约

束条件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

!!

可见!当约束温度区间长度小于
CC1E

!即与模型一致

时!计算出的温度分布与模型中吻合$但随着温度区间长度

约束条件的减弱!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利用最小二乘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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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的温度分布与模型之间的差异增大$因此!在实际测量

中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合适的物理约束条件!可以有效提高测

量的准确性!减少测量误差对于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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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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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温度测量试验

!!

试验中利用信号发生器对
#?/NO

激光二极管驱动模块

加载
).HI

的周期性锯齿波电压信号!输出的激光束经过透

镜准直后!入射至存入
?B

气体的
!

个
CC1E

的气体池内'

一个作为高温段放置在管式炉内进行加热!为了保证在加热

过程中的石英管内压力始终保持在大气压!石英管不封闭!

一部分保留在管式炉外!与大气相通!并在开口处采用
?B

气体来进行密封&另一个吸收池放置在管式炉外!作为低温

段以实现两段温度的测量$试验中设定了
>

个工况!分别将

管式炉温度控制在
=..

!

C,=

!

,,=

和
+,=^

!通过测量透射过

高温段和低温段的气体吸收信号来计算光路上的温度分布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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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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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T5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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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减少随机误差的影响!采集到的数据经过
).

次平

均!得到在不同工况下谱线的吸收信号!并利用扫描过程中

无气体吸收时激光强度信号拟合来得到基线的位置"见图

>

#$

!!

由于高温段有部分石英管没有被加热!而且管式炉的设

定温度是由位于炉中央的热电偶反馈回的温度信号!代表管

式炉内空间中心处的温度!其值高于炉内平均水平!因此!

管式炉设定温度与高温段的实际温度有一定差异!所以试验

中首先测量了在不同工况下高温段内温度分布情况$利用离

散化方法!设定
>

个温度区间!

=..

!

*..

!

+..

和
)!..^

!利

用带约束的最小二乘法进行计算!约束每个温度区间的长度

均大于零!小于高温段长度
CC1E

!从而计算得到高温段在
>

个温度区间中的长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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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C

为管式炉温度分别设定为
C,=

!

,,=

和
+,=^=

个工

况时!高温段温度分布计算结果$为了与计算结果比较!将

高温段气体温度假定为两段!炉内气体温度为管式炉设定

值!炉外气体温度为室温!从而与高温段温度分布计算结果

来进行对比$

!"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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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出的气体温度集中于
=..

与
*..^

两个区间内!低

于管式炉的设定温度!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且随着管式炉设

定温度的升高!计算得到的
*..^

区间内的光路长度不断增

加!

=..^

区间内的光路长度减小!与炉内温度变化趋势一

致$以计算得到的高温段温度分布结果作为高温段的温度信

号!结合室温下的低温段!作为两段温度分布计算模型$设

定管式炉温度分别为
=..

!

C,=

!

,,=

和
+,=^

!通过得到透射

过两个吸收池的激光强度信号!计算出各个工况下的温度分

布情况$分布计算采用了
>

个温度区间!

=..

!

*..

!

+..

和

)!..^

!在计算中!约束每一个温度区间长度大于零!小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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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段和低温段的长度总和
)).1E

!并且约束
>

个温度分布

区间长度的总和为
)).1E

$

!!

通过图
*

可知!计算出的温度分布情况与模型中的温度

分布情况是比较吻合的!并且随着高温段温度的变化!其变

化趋势一致!在
>

个工况下的温度区间长度相对误差分别为

,&=j

!

*&Cj

!

>&,j

和
!&,j

$

>

!

结
!

论

!!

利用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技术!通过扫描多条气体吸收

谱线可以实现对于气体温度分布的测量$通过估计待测气体

的温渡范围!划分出不同的温度区间!利用带约束的最小二

乘法进行计算从而得到光路在不同温度区间内的长度$在计

算中结合实际环境!添加符合物理意义的约束条件!将提高

测量的准确性$测量结果可以为研究人员对温度场内部的了

解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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