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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您惠购我公司产品，深表谢意！在使用本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从中您可以

获得有关安全、产品性能、使用方法以及维护等方面的信息，这会有助于您更好的使用本产

品。

为了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我们有时会对硬件或软件做一些改动，这可能导致说明

书中的内容有所不符（此时以实际产品为准），请您能够谅解。如果在使用中发现任何错误

或者您有什么问题，敬请联系售后服务，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注意事项

1.请对照【产品配件清单】清点产品及附件。检查有无遗漏，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以免

耽误您的使用。

2.分析仪每次开机必须预热 30 分钟以上，系统部件达到最佳工作温度范围方可进入正常

测量状态；为了提高测量准确度，建议每次现场测量之前，进行一次零点和满量程 80%点的

标定操作。

4.气体流量一定要保持稳定，我司标定时选用流量为 0.8L/min±10％。

5.严禁不连接气体预处理器单独使用本分析仪。

6.禁止在产品上作任何修改；如因人为操作不当，致产品损坏或人员伤害等，本公司概不

负责。

7.本说明书对您安装、维护及维修时，必不可少，请妥善留存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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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烟气分析仪是我公司针对国内外环保、工业控制现场污染源气体分析自主研发的一款

烟气分析仪表。基于紫外差分吸收光谱分析（DOAS）技术，自主研发气体吸收池，同时采用

独特的光学平台，分析测量 SO2、NO、NO2、O2、CO2、CO 等多种气体浓度。

本产品具有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高、响应时间快、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产品主要用于以下场合：

● 烟气排放检测；● 脱硫工艺检测；

● 工业过程气体分析；● 脱硝工艺检测；

● 垃圾焚烧烟气排放检测等领域。

2 产品特点

2.1 自主知识产权的紫外差分吸收光谱分析(DOAS)和长光程气体吸收池技术，具有超低气体

浓度检测的能力。

2.2 采用紫外吸收光谱气体分析仪技术和化学计量学算法，并建立了科学的数学模型，提升了

最低检测浓度值水平和测量精度。

2.3 采用成熟稳定的光源，结合本公司研发的软硬件控制技术，使得光源光谱输出更为稳定。

2.4 无光学运动部件，无切光轮、滤光轮、干涉仪等光学运动部件，可靠性高。

2.5 模块化设计，光源、光谱仪、核心电路、气体吸收池等采用模块化设计，可靠性高、可扩

展性好、维护方便。

2.6 量程可按需求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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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介绍

图 1 烟气分析仪外形

3.1 技术原理

DOAS 是差分吸收光谱法的英文简称，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待测物质分子的窄带吸收特性

来区分和反演待测气体的浓度。

紫外光源发出的紫外光经准直透镜准之后进入气体池，经样气吸收后的紫外光通过聚焦

透镜聚焦后耦合进光纤并传输到光谱仪中。经过光栅分光、CCD 接收光信号进行光电转换，

得到待测气体的紫外吸收光谱，通过对光谱进行差分分析，并结合化学计量学算法及科学的

数学模型，可以得出气体中相关组分的浓度。

图 1.1 分析仪测量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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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性能参数

测量原理 紫外差分吸收光谱分析技术(DOAS)

测量量程

SO2：（0～500）mg/m3；NO：（0～500）mg/m3；

NO2：（0～500）mg/m3；电化学 O2：（0～25）%

选配项：红外 CO2：（0～20）%；电化学 CO：（0～25000）mg/m3；

样气流量 0.8L/min±10％

响应时间 ≤60s

测量误差 ≤±5%

漂移 ≤±2%F.S.

稳定性 ≤5%

重复性 ≤2%

预热时间 ≤60min

3.3 产品结构

分析仪是由光源及驱动、气体吸收池、光谱仪、光纤、数据采集单元及控制电路、电源

等部分组成。

图 2 产品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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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背板结构示意图

·光源及驱动：高稳定性光为样气检测提供特征吸收峰的光源。

·光纤：用于光信号的传导。

·气体池：光源光路吸收样气特征光谱峰的封闭腔体。

·光谱仪：对紫外光进行分光，并进行光电信号转换。

·系统板：采集并处理光谱数据，计算气体浓度，控制仪器工作状态。

·通信/工况：数据通信、预留工况采集、数据通信调试接口。

·AC220V 电源：仪器供电电源输入接口。

·打印机：打印采样数据。

·零气入口：零气气源入口。洁净的空气或氮气清洗分析仪。

·样气入口：污染物样气入口（被动进气）。连接至气体预处理器样气出口端。

·样气出口：气体排放口。可用气管接入烟道排气孔内。

·显示屏：工业级触控屏，显示仪器状态、浓度等数据信息，同时提供操作功能。

3.4 气路原理

样气气路：样气测量分析气路。样气分析、采集背景光谱、零点或量程标定均从此气路

输入气源。

零气气路：气体池清洗气路。气体吸收池、管路冲洗通道，抽取洁净的零气或氮气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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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仪内部气路进行冲洗。

图 2.2 分析仪气路原理示意图

3.5 外形尺寸及重量

3.5.1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长×宽×高=568mm×300mm×261mm

图 2.3 外形尺寸示意图

3.5.2 整机重量

重量：约 13kg。

3.6 工作条件

3.6.1 环境温度：（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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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环境湿度：（0～95）%RH，无结露。

3.6.3 相对压力：（86～106）kPa。

3.6.4 工作电源及功耗：AC220V±10%，50Hz±1Hz；功耗：≤200W。

3.6.5 适用环境：无显著的振动或冲击的场合；非防爆场合。

4 操作说明

4.1 准备工作

4.1.1 检查供电电源、仪器各项功能是否正常，配件是否齐全。

4.1.2 检查辅助设备或本机过滤装置是否变脏损坏，需要时换上备用过滤器。

4.1.3 提前开启配套的气体预处理器，按照说明书正确连接取样管路，使预处理系统进入预热

状态。

4.1.4 若无特殊情况，分析仪预热 30min 以上，即可进入正常测量状态，将预处理装置的采样

管置于烟道、经干燥后的样气接入分析仪即可进行测试操作。

4.1.5 仪器管路连接均使用的带弹簧卡环的快速接头气嘴，断开气路时必需压紧气嘴外围卡

环，才能轻松拔出气管，否则用力过猛容易损坏快速接头气嘴导致漏气。

4.1.6 非测试状态，须断开进气口气管。此时，样气口处于关闭状态，样气无法进入分析仪。

此时，可能会导致预处理供气动力堵死造成管路因压力过大挤脱或损坏；因此，为保护其动

力装置，须断开分析仪进气口管路。

4.2 烟气测量

仪器标配测量组分为 SO2、NOx、O2，订制选配项目为 CO2、CO 等；订制机型系统操作

软件会屏蔽掉其余气体组分或禁用部分功能，具体操作以实际仪器为准。

4.2.1 开机预热

开机，仪器进入预热状态如图 3 所示，屏幕下方信息栏预热提示（仪器预热中...）解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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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系统预热完成，可进行其他功能操作。

图 3 开机预热

4.2.2 开始测量

预热完成后点击“开始测量”功能键进入测量状态，如图 4 所示，否则系统弹出信息框提

示（如图 3.1），确认是否提前结束预热进入测量状态。

图 3.1 手动结束预热

图 4 测量状态

4.2.3 工况参数

测量状态下，点击“工况参数”功能键，显示烟气工况参数测量数据界面，如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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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工况参数功能为扩展功能，需定制烟气参数测试模块，可联机测量烟气工况参数。

图 4.1 工况参数

4.2.4 浓度单位

测量状态下，点击“浓度单位”功能键，如图 4.2，气体浓度单位可在 ppm 与 mg/m3 之

间切换。

图 4.2 浓度单位

4.2.5 均值保存

手动均值保存：测量状态下，每点击一次“均值保存“功能键，此时，屏幕下方信息栏提

示“正在存储”，如图 4.3，系统自动保存当前测量时间段的平均值，同时打印当前时间段测

量数据。

自动均值保存：系统设置模式选择自动存储功能，测量状态下，点击一次“均值保存“功

能键，此时，屏幕下方信息栏提示“自动存储（存储设置）”，如图 4.3.1，系统开始自动间

隔保存平均值，自动保存数据的同时，系统自动打印当前时间段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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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手动均值保存

图 4.3.1 自动均值保存

4.2.6 结束测量/打印

结束测量后，弹出信息框提示自动清洗、保存数据等相关信息，如图 4.4，点击“打印”

功能键，打印最后一组测量数据。

图 4.4 测量结束/打印

4.3 数据管理

4.3.1 历史数据

主菜单界面，点击“数据管理”功能键，切换至历史数据查询界面，如图 5，默认显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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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10 组历史数据目录，点击“上翻”或“下翻”可切换显示其他时间段的历史数据。

数据目录以测试时间命名保存，点击相应的数据目录，即可查看当前目录下详细历史数

据，如图 5.1 所示，此状态点击“浓度单位”功能键可使烟气浓度单位在 ppm 与 mg/m3 之间

切换；“打印”功能键可打印当前页面数据。

图 5 历史数据目录

图 5.1 历史数据内容

4.3.2 数据检索

数据管理状态下，点击“检索”功能键，如图 5.2，弹出提示框输入年月日可筛选显示当

天所有历史数据目录，如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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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数据检索

图 5.3 检索数据目录

4.4 仪器标定

“零点标定”及“量程标定”前，须使用氮气对分析仪内部管路进行清洗，建议清洗时

间不少于 5 分钟。气体标定时钢瓶输出气源必须经降压处理，避免过压损坏仪器内部传感器。

点击“仪器标定”功能键，输入密码（如图 6 所示），进入标定功能菜单，如图 6.1 所示。

此界面中，可选择对 SO2、NO、NO2、O2、CO、CO2 气体浓度进行零点和满量程 80%点标定。

图 6 仪器标定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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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仪器标定菜单

4.4.1 零点标定

1）在标定功能菜单下，选择“零点标定”功能，系统弹出信息框提示零点标定相关操作，

如图 6.2。

2）按要求接入高纯氮气，“确认”后进入零点标定状态（或“取消”键退出标定）。

3）待仪器零点示值稳定后，如图 6.3，点击对应气体组分校准功能键，系统自动计算并

保存零点系数，断开气源即零点标定完成。

图 6.2 零点标定提示信息

图 6.3 零点标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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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量程标定

1）在标定功能菜单下，选择“量程标定”功能，系统弹出信息框提示零点标定相关操作，

如图 6.4。

2）按要求接入待标定气体满量程 80%点浓度的标气，“确认”后进入量程标定状态（或

“取消”键退出标定）。

3）输入对应项目的标气浓度值（如图 6.6），待仪器示值稳定后点击对应气体组分校准

功能键，如图 6.5，系统自动计算并保存量程点校准系数，断开气源即标定完成。

图 6.4 量程标定提示信息

图 6.5 量程标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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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标准浓度输入

4.4.3 背景采集

此项操作需谨慎！

根据实际漂移情况，可适时接入零气进行背景采集操作。

1）在标定功能菜单下，选择“背景采集”功能，系统弹出信息框提示背景采集相关操作，

如图 6.7。

2）按要求接入高纯氮气，“确认”后进入背景采集状态（或“取消”键退出）。

3）待仪器背景测量数据稳定后，如图 6.8，点击对应气体组分校准功能键，测量值闪烁

几秒钟，同时信息栏提示正在采集背景信息，系统自动计算并保存背景光谱系数，断开气源

即背景光谱采集操作完成。

图 6.7 背景光谱采集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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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背景光谱采集选项

4.5 系统设置

主菜单界面，点击“系统设置”功能键，进入子菜单如图 7，可对存储方式、存储间隔时

间、负值显示开关进行设置。

存储方式：手动存储即手动操作“均值保存”功能键，保存平均测量数据；自动存储即

按照间隔存储时间自动保存并打印当前均值测量数据。

存储间隔：自动均值保存/打印间隔时间。

负值显示：根据使用需求可通过此功能开放零漂时负值显示。

格式化：执行此功能后，清除数据库中存储的所有历史数据。

图 7 系统设置

4.6 气密性检查

主菜单界面，点击“系统设置”功能键，检测分析仪管路密封性，如图 8 所示。

用专用检漏开关阀将分析仪出气口密封或其它方法堵死出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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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气密性检测”功能，系统自动记录检漏压力，测试完成显示检漏结；

测试完成，断开出气口开关阀。

图 8 气密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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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护保养

为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取样流量须保持在规定范围内。

使用时，要确保连接烟气前处理装置，进入分析仪的气体干燥、不含颗粒物质。

严禁将未经过降压调节的气瓶或其它高气压源接入分析仪，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或造成

设备损坏。

5.1 标定操作

针对分析仪只需要标定零点和量程范围内 80%点即可。

分析仪预热完成后，系统内部工作温度自动调节恒温达到正常范围方可进行气体标定工

作，标定方法参照本说明书中“仪器标定”（4.4 章节）方法进行即可。

建议每次现场测量之前，进行一次零点和满量程 80%点的标定操作。

5.2 日常维护保养

5.2.1 传感器应由专业人员保养与维修，且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性能和工作原

理。

5.2.2 定期检查样气流量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5.2.3 定期检查显示屏显示、触控等功能是否正常。

5.2.4 定期更换前端粉尘过滤器（如果有此部件）。

5.2.5 根据需要及时查看分析仪相关系统部件工作温度是否正常；风扇运转是否正常。

5.2.6 用户在保养维修本产品时，未经我公司许可不得改变本品相关的任何配件。

5.2.7 每次清理完气室后均需重新对分析仪进行零点和量程标定操作。

5.2.8 定期对分析仪进行标定校准，以保证更好的精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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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常见故障处理

表 1 常见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 分析原因 解决方法

开机无显示

1.电源无输入或接触不良；

2.保险丝烧断；

3.显示屏信号线接触不良；

1.重新连接 AC220V 电源线并检查

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2.更换保险丝；

3.联系厂家处理；

测量数据波动大

1.输入流量不稳定；

2.烟道工况参数变化大；

3.系统内部工作温度超出范

围或光谱漂移；

4.零点或量程漂移；

5.样气输入管路漏气或有堵

塞现象；

1.调节样气流量使其达到最佳工作

范围；

2.核实烟道工况条件，选择合理的采

样点；

3.联系厂家处理；

4.采集背景，并做两点标定；

5.检查样气输入管路并处理漏气；

测量数据为零

1.管路漏气或无样气输入；

2.输入的样气湿度过大；

3.零点或量程漂移；

1.处理漏气管路，检查样气输出管路

是否正常；

2.检查样气输出管路是否漏气，预处

理装置是否正常有效；

3.采集背景，并做两点标定；

打印无数据或不

打印

1.信号线接触不良；

2.打印机缺纸或装反；

3.打印模式设置错误；

4.打印机损坏；

1.更换信号线；

2.更换打印纸；

3.重新设置打印模式；

4.更换打印机或联系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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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与贮存

6.1 运输

该系列产品在运输的过程中要注意防雨、防潮、防曝晒，严禁剧烈震动、翻滚；要轻拿、

轻放、禁摔。不得与腐蚀性物质混运。

6.2 贮存条件

贮存于通风、干燥的地方，并不得与腐蚀性物质混放。

7 开箱及检查

7.1 开箱注意事项

经过开箱前的外观检查，在确认仪器包装及外观完整无损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开启仪器

的包装，对仪器进行验收。

7.2 检查内容

7.2.1 对照设备装箱清单核对设备型号、配件数量。

7.2.2 按照说明书中操作方法，实验室中检查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行。

8 售后服务

使用过程中对产品做好维护工作可提高仪器使用寿命，避免通入未经除湿除尘的样气，

以防止光学镜片结露或沾染灰尘影响传感器测量精度或损坏传感器，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分析

仪器。

本公司产品在设计制造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应标准和产品企业标准，并严格贯彻相关

质量保证体系，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测试检验。确保每台产品能长期稳定工作。

对于分析仪质保期一般为售出之日起 12 个月内。质保期内，由于非人为因素导致的产品

故障实行免费保修政策。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产品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超出保修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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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保修范围的，实行有偿维修服务。

以下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

1.未连接烟气预处理系统，造成分析仪内部气路、气体池污染或损坏的。

2.未按要求使用，没有或者不当的防护措施的。

3.未正确连接电路，导致内部电气部件烧毁的。

4.擅自对产品做功能或技术上的修改。

5.客户自行拆仪器机箱的；或其他人为物理损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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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配件清单

烟气分析仪配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分析仪主机（含包装袋） 1 台

2. 电源线 三芯国标线 1 根

3. 保险丝 5A 2 只

4. 打印纸 热敏纸/规格 57*30 2 卷

5. 聚四氟乙烯管 透明Φ4*6/2 米 2 根

6. 说明书 1 份

7. 出厂测试报告 1 份

8. 产品合格证 1 份

9. 气体预处理器 1 套
选配项目

（按采购合同执行）

注：以上为分析仪出厂标配清单，若用户定制产品，详细配置参照协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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