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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探测器在各个波段的仪器响应不相同!在应用过程中无论是利用光谱

的绝对强度还是相对强度!都需要应用标准黑体对仪器进行定标!找出仪器响应函数$该文对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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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议配带的两个红外探测器"锑化铟
T7/L

%碲镉汞
P?A

#的仪器响应

函数进行了研究!并找出了它们随黑体温度"辐射亮度#的变化规律$该规律对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的定

标和保证所测辐射谱的正确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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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技术是
!.

世纪
".

年代兴起的新谱

学方法!目前!它已经被应用于化工%石油%地质%环境%煤

炭%农业%医药%气象%空间技术等领域!并在各领域的科

研%教学与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

)

)

$由于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探测器在各个波段的仪器响应不相同!在应用过程中无

论是利用光谱的绝对强度还是相对强度!都需要应用标准黑

体对仪器进行定标!找出仪器响应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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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发现'仪

器响应函数的精确度对测量结果影响非常的大$

本文对加拿大
DBP9'

公司
PK)C>

型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仪配带的两个红外探测器"锑化铟
T7/L

%碲镉汞
P?A

#

的仪器响应函数进行了研究!并找出它们随辐射亮度的变化

规律$结果表明'锑化铟
T7/L

探测器的仪器响应函数随波数

减小而增加!随辐射亮度的增大而减小&碲镉汞
P?A

探测

器的仪器响应函数不随波数单调变化!而是在波数为
+..

1E

W)附近达到最大值!两边逐渐下降!并且随辐射亮度的增

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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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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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定律!理想黑体以波数为变量的辐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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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辐射体的绝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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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响应函数

光谱仪探测器探测到的辐射包括'目标的辐射%背景的

辐射和仪器自身的辐射$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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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备

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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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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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自带的两个红外探测器探测不同温度时的黑体辐射谱!

液氮制冷型中红外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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碲镉汞#的响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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铟#探测器的响应波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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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波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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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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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扫描平均!内外光

栏
)&*EE

!卡塞格林式望远镜!为减少空气中水分和二氧

化碳的吸收!黑体放在望远镜口$

黑体采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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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黑体!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温度范围 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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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化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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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仪器响应函数

用锑化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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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在相同的状态下同一个位置测量

了温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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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黑体的辐射谱$锑化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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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的响应波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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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在该波段存在

很强的吸收!同时还有少量的一氧化碳的吸收!它们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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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我们扣除三者的吸收后的辐射谱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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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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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温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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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时黑体的理论

辐射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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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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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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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仪器响应函数!结

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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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小随机噪声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对图
>

应用计算

机软件进行平滑!结果见图
C

$图
*

是图
C

中一段的放大!从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锑化铟
T7/L

探测器仪器响应函数随辐射

亮度的变化趋势'其放大倍数随波数的减小而增大!随温度

的升高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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碲镉汞
P?A

探测器仪器响应函数

用碲镉汞
P?A

探测器在相同的状态下同一个位置测量

了温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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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黑体的辐射谱!碲镉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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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的响应波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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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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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波长是
!.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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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的响应比锑化铟
T7/L

探测器

更靠长波段!并且其中心响应波段没有水汽%二氧化碳%一

氧化碳的强吸收$探测到的三种温度下黑体辐射谱!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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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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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知!图
,

除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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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仪器响应函数!结果见

图
+

$为了减小随机噪声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对图
+

应用计

算机软件进行平滑!结果见图
).

$图
))

是图
).

中一段的放

大!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碲镉汞
P?A

探测器仪器响应函数

随辐射亮度的变化趋势'其放大倍数并不像锑化铟
T7/L

探

测器仪器响应函数那样随波数单调变化!而是在波数为
+..

1E

W)附近达到最大值!两边逐渐下降&并且放大倍数随温度

的变化规律与锑化铟
T7/L

探测器正好相反!其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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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论

!!

通过上述实验和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

)

#锑化铟
T7/L

探测器仪器响应函数的放大倍数随波数

的减小而增大!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

!

#碲镉汞
P?A

探测器仪器响应函数的放大倍数不随

波数单调变化!在波数为
+..1E

W)附近达到最大值!两边逐

渐下降&并且其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

=

#不同材料的红外探测器的仪器响应函数随温度"辐射

亮度#有不同的变化规律!在应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议测

量目标的红外辐射时!应该用与目标辐射亮度相近的黑体进

行标定!并且不同的探测器应用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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