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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焊接等离子体辐射光谱理论及其工业应用基础》详细阐述了焊接过程中等离子体的特点，等离
子体光谱诊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同焊接方法等离子体光谱的时域、频域、空域分布特征，光谱测
控技术在焊接质量测控上的典型应用方面的内容。
从光谱测控的理论基础到应用实例，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焊接等离子体辐射光谱理论及其工业应用基础》可以作为从事焊接加工的科研、工程应用等人
员的技术用书，也可作为等离子体加工技术、先进激光技术、材料制备过程中的等离子体技术等相关
专业人员的参考用书，并可为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相关应用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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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2.4 采集速度 采集速度也是光谱仪应用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对于快速动态变化的
等离子体，我们往往需要了解其随时间变化的光谱特征，这时光谱仪的采集速度就显得很重要。
光纤式数字光谱仪通过使用阵列探测器，不采用运动组件，可以高速获取数据。
对于采集速度，目前在光纤式数字光谱仪中，主要取决于两个时间，一个是信号的积分采集时间，一
个是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时间。
信号的积分采集时间决定于探测器本身的性能和响应速度，由于探测器具有自然积分的特性，因此具
有非常大的动态范围，它只受暗电流和A／D转换卡数据处理速度的限制，它的速度决定了光谱仪采
集速度能够达到的极限速度。
目前，对于光纤式数字光谱仪而言，最小的采集积分时间可以达到1ms或更小，随着传感器的响应速
度提高，这个时间会进一步减小。
而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时间，往往相对较长，成为现实使用中影响光谱仪采集速度的主要原因。
对于探测器阵列，在每个采样时间的结尾，都会将所有像素光电转换产生的电荷同时传送到缓冲器中
，然后经过A／D转换变成相应像素对应的counts计数值。
如果只需要传输较少的像素，可以通过选择传输到计算机中的像素范围来大大缩短数据传输时间，这
个传输时间可以通过软硬件方案进行优化。
采集速度对于测试动态变化焊接电弧的瞬时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是光谱仪选择的重要指标之一。
 当然，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价格也是选择光谱仪的一个因素之一，要结合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谱段范围
、精度要求、采集速度要求、辐射源的特性等，综合进行选择，放弃不是十分重要的指标，匹配适合
研究需要的光谱仪。
例如，可以减小谱段范围，在不增加价格的情况下，得到较高分辨率和精度的光谱仪。
也可采用多通道匹配，满足更高使用要求。
 4.3 光谱仪应用中的问题 经过选择配置后的光谱仪，在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
如光谱仪的标定、检测的精度和误差控制、具体的检测方式等。
 4.3.1 谱线标定的问题 对于光谱仪的标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谱线位置的标定和谱线强度的标定。
如果光谱仪系统是自己开发的，那么实验室的标定就非常必要。
如果是已经过厂家标定的光谱仪，在实验现场根据实验条件也往往需要进行再次标定。
 谱线位置的标定是最基本的标定工作，也就是要采用标准光源，根据标准光源产生特定线谱的波长位
置，来确定辐射谱线在频域上的可靠性。
由光谱仪的工作原理可知，光谱仪实际上是将辐射源产生的光进行色散，经色散后的光采用相应的传
感器进行传感。
在这个过程中，色散的空间位置就非常重要，必须准确地标定。
对于标准的光纤式数字光谱仪，尤其是固定式光谱仪而言，一般出厂时都要予以标定，并随设备附有
标定资料，如果不是移动或改变了光谱仪中原件的固定位置，不会产生大的问题。
使用过程中，如果不是特别的要求，不需要进行标定。
但如果有特殊要求，在系列试验开始前，也可以进行实验室标定，防止使用环境因素对设备带来的飘
移和误差，标定结果用于对实验光谱数据的修订。
对于多通道的光谱仪，在不同通道可能会存在小的误差，此时也需要进行标定，标定结果要保证光谱
仪谱线检测精度在最小精度允许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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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参考用书，并可为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相关应用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焊接等离子体辐射光谱理论及其工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