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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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

国外 的 商 品 � � � 测 定 仪 一 般 用

��
�

�� 多 特纯氮为载气
,

经过硅橡胶管渗透或

混合等办法
,

掺入一定量的氧后作为原料气
�

在本实验装置的条件下
,

可用普通氮气为原

料气
�

如氮中含氧量在 。
�

� �一 �� � 多 之间
,

则可 适 用于 �� 一 � � � � 毫 克�升 之 间 不 同

� � � 值的水样
�

含氧量高于 ��  务 的氮气也

可应用
,

但此时氧化错氧量检测器的输出信

号较小
,

在测定低 � � � 值水样时误差较大
�

由于降低了对原料气的要求
,

简化了原料气

供给装置
,

因而使本法便于推广
�

�
�

用燃烧气 自然冷却和变色硅胶干燥的

办法
,

代替电子致冷器冷凝的方法脱水
,

能得

到满意的结果
�

一般情况下
,

本装置以每天

工作 �一 � 小时计
,

每三天左右更换干燥管内

硅胶即可
�

�
�

燃烧管及其后面管路的总容积对氧量

检测器的输出信号有很大影响
,

总容积增大

使输出信号减小
�

我们采用小的管 路 总容

积
,

因此氧量检测器的输出讯号无须经过放

大
,

直接用 � 毫伏一 � 伏的多量程长图式记

录仪记录
�

�
�

我们选用氧化错高温固体电解质浓差

电池作为氧的检测器
,

因考虑这种检测器较

铂一铅液体燃料电池氧量检 测 器 的 结 构 简

单
,

时间响应快
,

量程范围大
,

稳定可靠
,

操作

维护容易
,

长期使用也不必维修 �我们已使用

一年多未经维修
,

性能仍然良好 �
�

而铂一铅

液体燃料电池由于极化现象
,

使电池输出的

电流值发生变化
,

每隔一
、

二周要更换一次电

解液
,

并需清洗电极
�

弓
�

在长期使用
,

尤其是在大量测定含盐

份及高 � � � 值试样后
,

会使铂催化剂沾污中

毒
,

而使实验结果变坏
�

此时应将石英燃烧

管和催化剂卸下
,

用稀酸和水清洗干净
,

就可

使催化剂再生恢复原有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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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低 空 温 度 遥 测 仪 简 介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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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在大气扩散研究中
,
为了解边界层中温度和风

等要素的分布情况
,
可采用直接探测或间接探测 �遥

感 �两种方法
�

直接探测法其仪器结构较简单
,

精度

较高
,
是当前国内研究的主要探测手段

�

其中系留

气球携带仪器的探测方法
,

简便易行
,

高度可达五百

米以上
,

应用很普遍
�

�� � � 年前
,

国内几个有关单

位大都采用有线遥测
,

虽较简便
,

但也有很大的缺

点
�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从 � � � �年

秋开始研制无线遥测的低空探空仪
,

一年后制成了

单温度参数的低空探空仪样机
�

曾在 � � � �年到 � � � �

年试用于两个大型发电厂的大气污染监测
,

其性能

基本达到简便
、

低耗
、

稳定
、

准确的设计要求
�

低空温度遥测仪是一种系留气球携带的无线电

遥测仪器
,
用于大气污染研究中

,

可测量低空温度层

结
�

机内采用了一种新型半导体元件

—
�� � 晶体

管构成付载波振荡器
,

电路简单
、

低耗
、

温度稳定性

能优越
�

本机对测温热敏电阻特性采取了线性化措

施
,

大大简化了直接显示温度的电路结构
,

使地面显

示设备基本上可以直读温度
,

提高了测量精度及稳

定性
�

测温误差小于 。
�

� ℃ ,

同一次观测
,

其温度梯

度的测量精度不低于 。
�

�℃ ,

还采用具有晶体稳频

的专用无线电收发设备
,

其稳定探测高度可达 � 公

里以上
,
操作简易

�

该所今后还准备进一步在探空仪上增加 风 速
、

风向和气压等探测要素
,
使之更加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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