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者又可分为单光路和双光路 ,后者有带光调制及

不带光调制之分 。其共同特点是必须用干涉滤光片

来限定工作波长 ,从而带来信噪比小 ,工作不稳定 ,

结构复杂等缺点 。

我们研制的便携式棱镜分光比色温度计采用棱

镜单光路分光 ,通过成像光谱焦平面结合像差匹配

技术限定工作波长和带宽 ,取消了传统光路中的干

涉滤光片 ,消除了仪表随温度 、湿度 、老化等引起的

不稳定因素 ,使光路系统结构简单 ,性能可靠稳定 。

当环境温度变化±20℃时 ,工作波长变化在±2.7

nm 以内 。

光路系统如图 1所示 。主物镜将被测物体成清

晰的像 ,用位于分划板上的视场光栏在像面取样 ,经

位于准物镜上的孔径光栏限定成像光束孔径 ,经准

直物镜平行 ,色散棱镜展成光谱 ,最后由暗箱物镜在

探测器平面聚焦 ,得到一个按波长顺序排列的多色

像。

图 1　光学系统原理图

如果采用一般的光学系统则要求每个通过物镜

的各波长的光线先消色差 ,再平像场弯曲 ,这不仅使

光学系统复杂 ,成本高 ,而且由于位置色差及像场弯

曲不可能完全消除 ,固仍然得不到满足要求的像质 。

在棱镜分光式比色温度计中 ,在允许位置色差和像

场弯曲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巧妙运用“位置色差与像

场弯曲相匹配”的技术 ,用最小的光学元件得到高像

质的焦平面。图 2为位置色差与像场弯曲的焦平面

上的匹配示意图 。

图 2　位置色差与像场弯曲在焦平面上的匹配示意图

可见 ,由于位置色差与不同波长的像场弯曲相

匹配 ,得到高像质的光谱焦平面 ,大大简化了系统的

结构 ,提高了仪器的本征特征 。为便携式比色温度

计的设计提供了前提 。

4　低功耗电气线路的设计

便携式分光比色温度计的电气系统以单片机为

核心 ,具有数据采集 ,处理 ,通讯 ,被测目标温度峰

值 ,谷值 ,均值及动态测量值显示等功能 ,电气系统

框图如图 3所示 。本仪器为便携式仪表 ,因此降低

功耗是电气系统设计的关键问题 。

图 3　电气线路系统框图

4.1　选用低功耗 CMOS器件

4.2　存储器的低功耗运行

存储器在工作时功耗较大 ,但由于存储器实际

的读写时间很短 ,仅占仪表运行时间的一小部分 ,因

此可将存储器设置为维持工作方式 ,如图 4 所示。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存储器的功耗 。

4　存储器低功耗的片选

4.3　CPU采用待机方式工作

本系统中 ,主程序上电初始化后 CPU 进入待机

状态 ,等待中断 ,各种功能模块均在中断程序中 ,在

处理完中断服务程序后 ,返回主程序继续待机。

4.4　显示器采用四位液晶显示器

4.5　键盘采用中断方式工作

4.6　软件框图

软件采用Franklin C51交叉编译器提供的 C语

言编程 。特别是编译器提供了一系列标准数学库函

数 ,对一些复杂的数学计算是汇编语言所不能胜任

的 。软件框图如图(5),(6)所示 。

图 6　图 中断服务程序框图5　主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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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便携式棱镜分光比色温度计采用成像光谱焦平

面结合像差匹配技术 ,并配以低功耗数据采集系统。

仪器具有结构简单 、稳定性好 、便于携带 、耗电量低

等特点。适用于野外等受场地 、电源等条件限制的

工作环境 ,一次充电可以连续工作 10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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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座 PFBC/CC投入商业运行

　　据“Elect rical Pow er International” 1998年夏季

号报导 , 最近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美国电力会议

(APC)上 ,荷凯多电力有限公司报告 ,日本的 Toma-

toh-Atsuma 3号机组 ,一座 PFBC/CC 联合循环发

电装置现正在商业化运行。该装置的一个新特点是

采用了全尺寸的陶瓷过滤器净化烟气 。东京三菱重

工有限公司提供了全套设备 。

1998年 2月 ,机组满负荷最长连续运行时间达

579小时 ,连同其它负荷最长连续运行时间达 724

小时 ,日常运行 ,启动和停机全部自动化 。100%负

荷时的实际总热效率是 41.2%(高热值),满负荷 ,

部分负荷时的热效率满足保证值。负荷跌至 30%,

仍能稳定运行。

负荷变化率用床位控制系统来控制。高负荷时

的测量值为 3%/分钟 ,低负荷时为2%/分钟。Ca/S

为 3时 ,用含硫量 0.9%的煤 ,装置烟气出口 SO2 排

放量为 10ppm 。在性能试验期间 ,SO2 排放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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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摩擦支承轮简图

图 3　压轮简图

　　　　　　　　　图 5 图 6

线上 。

又:螺距 t

=24 , 管子外圆

为 Υ57

那么:α=

arctg
12
57
=11.9°

设计给定支

承轮长度:BC =

225

那么:图 5

(b)中直线

B' C' =2×

BC
2
sin α=46.4

(mm)

这样 , 曲面

在管子的接触线

为图 6 中的 BC

线。用线切割机床把 OO ' 段的 BC 线切割开便在

BC段的管子外圆获得了一条曲线 。该曲线便是支

承轮与管子的接触线 ,也就是支承轮曲面 ,按该曲线

做型板加工支承轮 ,使支承轮曲面与型板 80%以上

吻合 。工作时 ,该曲面紧贴在管子上的外壁上滚动 ,

这样 ,即起了支承作用 ,又使管子卡在曲面内 。

本工装可加工以下规格的锅炉钢管:

管径 Υ63.5 Υ57 Υ51

壁厚 3.35 3.35 3.35

3　工艺与检验

　　加工时 ,先将管子装卡好 ,尾部用中心架支承 ,

启动床子 ,选择螺距 ,搬动压轮进刀丝杠至预定位

置 ,向管壁进刀 ,支承轮便随螺旋线滚动 。从而加工

出螺旋线来。

螺纹管的关键尺寸是管子的内螺纹高度 ,它直

接影响到烟管的传热效率 ,一般在 1.5 ～ 2mm 之间 。

加工时 ,螺旋线处的管壁被压缩 ,这样 ,外面的凹陷

与内表面的凸起量是不一致的 ,即凹陷量大于凸起

量 ,这样 ,螺旋线的内高度便很难检验 。

我们采取如下方法检验 ,首次加工工件时 ,先选

择外表面螺旋线不同深度的几段螺纹管 ,然后 ,剖开

检验内高度 ,按合适的内高度做外表面凹陷量规 ,正

常工作时用量规检验 ,注意 ,不同壁厚管子的外表凹

陷和内凸起是不对应的 。如果 ,管壁不同 ,则还应按

上述方法重新做量规。

4　结束语

　　实践证明 ,此法简便易行。如加工其它规格的

螺纹管时 ,只需要更换不同曲率的支承轮便可。也

就是说 ,只需做一套简单的工装 ,安装在普通车床

上 ,便可以加工出合格的螺纹管 。这样 ,可以省去

10万元左右的螺纹管轧制专机的投资费用 ,而且效

率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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