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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和环境 
Pos：4 /TD/Überschriften/2.1 Zu diesem Dokument @ 0\mod_1173775252351_79.doc @ 346 @ 2 
 

2.1. 关于本手册 
Pos：5 /TD/Sicherheit und Umwelt/Zu diesem Dokument/testo 330 Landesversion（LV-spezifisch！）@ 6\mod_1278661987004_79.doc @ 64875 @  
 

本手册阐述了仪器产品 testo 3008 及其使用方法 
Pos：6 /TD/Sicherheit und Umwelt/Zu diesem Dokument/Verwendung（Standard）@ 0\mod_1173775068554_79.doc @ 337 @ 5 
 

使用注意 

> 在使用本仪器之前，务请先仔细地通读一遍本手册，熟悉一下产

品。应特别注意安全规程和警告事项，以避免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和仪器产品的损坏。 

> 应将本手册随手携带，这样，需要时便可以随时查考。  

> 请将本手册移交给本产品的后继用户。 
Pos：7 /TD/Sicherheit und Umwelt/Zu diesem Dokument/Symbole und Schreibkonventionen/Symbole und Schreibkonv. [testo 330] @ 6\mod_1278662875713_79.doc @ 64907 @ 5 
 
 
Pos：8 /TD/Überschriften/2.2 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 @ 0\mod_1173780783960_79.doc @ 366 @ 2 
 

2.2. 安全规程 
Pos：9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Produkt bestimmungsgemäß verwenden @ 0\mod_1173781261848_79.doc @ 386 @  
 

> 只能按照本仪器产品的预定用途和技术资料中规定的参数操作仪

器。切勿使用任何蛮力。 
Pos：10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Gerät bei Beschädigungen nicht in Betrieb nehmen @ 0\mod_1186985945375_79.doc @ 2252 @  
 

> 假如仪器外壳、电源装置或电源线有受损迹象，切勿操作仪器。  
Pos：11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Keine Messung an spannungsführenden Teilen @ 0\mod_1175692564164_79.doc @ 592 @  
 

> 切勿接触测量没有绝缘的带电部件。 
Pos：12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Nicht mit Lösungsmitteln lagern @ 0\mod_1175692375179_79.doc @ 583 @  
 

> 切勿将本仪器产品与化学溶剂存放在一起。切勿使用任何干燥剂。 
Pos：13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Nur beschriebene Wartungsarbeiten durchführen @ 0\mod_1175692705195_79.doc @ 601 @  
 

> 只能按照本手册所述步骤维护和修理本仪器。应当精确地遵照所

述步骤进行。只能使用来自德图公司的原配零部件。 
Pos：14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testo 350/testo 350 Sicherheit @ 5\mod_1261385845735_79.doc @ 53306 @  
 

> 进一步的维修工作或附加工作，只能由获得专门授权的人员进行。

否则，对于测量仪器的功能是否正确以及合格证是否有效，德图

公司一概拒绝承担责任。 
Pos：15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Nur in geschlossenen, trockenen Räumen betreiben @ 0\mod_1186985797828_79.doc @ 2243 @  
 

> 只能在封闭的干燥房间内使用本仪器，避免雨淋和受潮。 
Pos：16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Temperaturangaben auf Sonden/Fühlern @ 0\mod_1175693293070_79.doc @ 610 @  
 
Pos：17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vor Ort gültige Sicherheitsbestimmungen beachten @ 0\mod_1186997107328_79.doc @ 2298 @  
 

> 待测对象或采样环境也可能存在风险。在实施采样时，务必注意

遵守你方地区有效的安全规程。 
Pos：18 /TD/Sicherheit und Umwelt/Sicherheit gewährleisten/Option 蓝牙 testo 330 @ 7\mod_1281422320910_79.doc @ 68203 @ 5 
 

对于具备蓝牙®功能（选配）的产品 

未经负责批准机构的明确许可而擅自改动或修改产品可能会导致型

式鉴定证书的收回。 

使用具有同样 ISM 频段的设备，例如无线网络设备、微波炉、ZigBee
等可能干扰数据传输。 

此外，在飞机和医院中禁止使用无线通信连接。出于这一原因，在进

入上述地点之前必须确保遵守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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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装置： 

> 切断装置的外接电源（供电电缆、外置式充电电池、……）。 
Pos：19 /TD/Überschriften/2.3 Umwelt schützen @ 0\mod_1173780843645_79.doc @ 375 @ 2 
 

2.3. 保护环境 
Pos：20.1 /TD/Sicherheit und Umwelt/Umwelt schützen/Akkus/Batterien entsorgen @ 0\mod_1175693637007_79.doc @ 619 @  
 

> 按照生效的法规规定处置坏了的可充电电池/废电池。 
Pos：20.2 /TD/Sicherheit und Umwelt/Umwelt schützen/Produkt entsorgen @ 0\mod_1173780307072_79.doc @ 357 @  
 

> 在仪器有效寿命结束时，将仪器送至单独的电器和电子设备收集

处（遵守当地法规规定）或将仪器送回德图公司处置。  
Pos：20.1 /TD/Sicherheit und Umwelt/Umwelt schützen/Akkus/Batterien entsorgen @ 0\mod_1175693637007_79.doc @ 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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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规范 

3.1. 概述 
testo 3008 烟尘采样仪是在充分研究同类先进仪器的基础上,针对环

境监测的现状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总局发布的 HJ/T 48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和 GB/T 16157 《固定

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等标准研制的新一

代智能化烟尘采样仪,可广泛应用于污染源烟尘排放浓度的监测、除尘

效率的测定现场测量,使用本仪器,操作更加简便快捷,监测更加准确可

靠,数据处理更加精确完备。 

3.2. 主要功能特点 

> 外观精美可靠 

采用德国进口塑压成型与铝金结合机箱,外表精美,具有很强的抗电磁

辐射干扰能力及机械强度。 

> 操作简便快捷 

采用大屏幕中、英文显示,轻触摸五按键,每步操作都有中文及按键图

形提示,自动计算采样测点数及各采样测点位置尺寸,自动计算选择采

样嘴,可调用以前同烟道贮存采样参数,只需输入现场大气压力,可直接

进行采样。 

> 监测准确可靠 

压力、温度、气态污染物浓度等量的测量,采用进口传感器,烟气温度

采用隔离放大变送器技术,有效抗击静电干扰,使测量更准确可靠。 

烟尘采样所需采样参数在一屏显示,并显示采样孔数,正在进行的采样

孔序号,采样测点数,正在进行的测点序号,测点位置尺寸及其倒计时时

间,使采样及换点、换孔更方便准确可靠,可自动等速跟踪或恒流采样。 

采用直接式组合采样枪测量水分含量(具备测点静压和湿球表面压力

的测量),使测量更准确可靠。 

> 数据处理精确完备 

每步操作的数据确认后都有贮存记忆,掉电后不丢失,通电后可继续工

作,对采样过程中掉电前的采样数据进行精确保存,来电后自动继续采

样。可贮存 600 组采样数据(包括采样前的设置参数、采样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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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测算参数、采样类别(烟尘)、采样方式(等速或恒流)、烟尘采样

中烟尘及气态污染物的测算浓度、锅炉额定出力的折算排放浓度、标

准过量空气系数的折算排放浓度、排放率、可查阅采样数据,也可有选

择性地、连续性地打印输出多组采样数据。 

> 超强的自诊断功能 

对用户的某些操作不当有中文提示,对仪器及传感器运行故障有中文

提示和数据记录,以便用户查阅和厂家维修。 

> 计量校准简单方便 

周期检定或计量校准时,只需通过键盘边校准测量参数,边修改对应修

正系数,确认后仪器自动贮存,不需调节硬件电路。 

> 监测数据通讯 

采样数据以组为单位,通过仪器主机的通讯接口传送至 PC 机(可一次

连续传送多组),并自动生成数据表格(烟尘),可在 PC 机上进行编辑、

贮存、查询(可同时打开多组表格)、选择打印(表格中的各个量数据可

选择打印或不打印),并可将生成的数据表格文件转换为 Txt、Excel 等

格式文件(PC 机工作 Windows 界面)。 

> 一机多用 

可用于污染源烟尘排放浓度的监测、除尘效率的测定、还可加装电化

学传感器对排气中 O2 及 SO2、CO、NOX 等气态污染物的现场测量。 

> 硬件走时时钟 

仪器装有万年历走时时钟,并与微机接口,掉电可自动走时,采样时自动

调入采样日期、时间。 

> 微机控制显示亮度对比度 

通过用户调节,微机控制显示亮度对比度,并自动贮存用户确认的调节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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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构原理 

3.3.1. 结构 
采样仪由传感器、变送器、抽气动力装置、微电脑主机、干燥器、采

样枪、滤筒等部分组成。 

3.3.2. 工作原理 
采样仪利用皮托管和微压、温度、流量等传感器,测量烟道气体流速、

采样流量及其它一些温度、压力量,通过微电脑主机计算并控制,以抽

气泵为动力,使一定量的粉尘以一定流量,通过等速采样采集到滤筒中,

根据采样后的滤筒质量的增量,计算出单位体积气体中的粉尘质量(即

浓度)；扩展定电位电解电化学传感器直接采样分析气态污染物浓度。 

  



3 技术规范 

11  

3.4. 主要技术指标 
仪器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测量参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动    压 0～1500 Pa ±1.5 % 

全    压 -30～30 kPa ±3.0 % 

计前压力 -30～30 kPa ±2.5 % 

湿球压力 -30～30 kPa ±3.0 % 

计前温度 -30～50 ℃ ±1.5 ℃ 

主机温度 -30～50 ℃ ±1.5 ℃ 

干球温度 0～150 ℃ ±1.5 ℃ 

湿球温度 0～150 ℃ ±1.5 ℃ 

烟尘温度 
0～400 ℃ 
(可扩至 800℃) 

±3.0 ℃ 
(±6.0 ℃) 

测量流量 5～50L/min ±2.5 % 
 

参    数 计算控制范围 准确度 

静    压 -30～30 kPa ±3.0 % 

烟气流速 0～45 m/s ±2.5 % 

等速流量 5～50 L/min ±2.5 % 

等速跟踪 5～50 L/min ±5%,<8s 

采样时间 0～999min59s ±1.0 ‰ 

采样体积 0～999999 L ±2.5 % 

水分含量 0～45 % ±5.0 % 

主机重量 11.5 kg 

主机机箱 
外型尺寸 

430×200×370 (mm) 
(长×宽×高) 

工作电源 交流 220V±22V,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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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仪器成套清单 
1-1 智能烟尘采样器主机     一台 

1-2 水分含量传感器       一台 

1-3 烟尘组合采样枪  (1.5 m)     一根 

1-4 水分含量组合采样枪      一根 

1-6 干燥器         一支 

1-7 采样嘴  (5～12 mm)      一套 

1-8 水分含量、烟尘采样导气管  (5 m)    一根 

1-9 导压管  (5 m)        两根 

1-10 水分含量及烟温信号传感电缆  (5 m)   一根 

1-10 电源电缆  (1.5 m)      一根 

1-12 使用说明书        一本 

1-13 出厂检验合格证       一份 

1-14 装箱成套清单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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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样操作程序 
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灵活掌握以下步骤,不需用的测量步骤可跨

越,需用的测量步骤的顺序 好不要颠倒。 

5.1. 准备工作 

5.1.1. 新滤筒的处理及编号 
1. 将已编号的滤筒(可在其盒上编号)在 105～110℃烘箱中烘 1h,取

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用万分之一(或以上)的天平称重； 

2. 若在 400℃以上的高温排气中采样,应使用刚玉滤筒(可在其盒上

编号),在 400℃高温炉中烘烤 1h,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用
万分之一(或以上)的天平称重； 

3. 可按采样贮存数据库的采样编号或按滤筒编号进行编号。 

5.1.2. 检查干燥器中硅胶是否有效 
- 干燥器中应为蓝色的硅胶,若变为粉红色应更换。 

5.1.3. 检查仪器 
1. 检查仪器是否正常; 

2. 采样管、导气管、导压管是否畅通; 

3. 传导电缆是否完好; 

4. 各连接件是否可靠; 

5. 各需用附件是否齐全。 

5.2. 开机及设置 
1. 开机； 

2. 设置大气压(在出行前读取并输入仪器主机)、烟道类型、尺寸、面

积等参数(烟道类型、尺寸、面积等参数可调用曾经采样贮存的数

据库数据。)(具体操作第七章详细介绍)。 

5.3. 传感器调零 
让仪器自动进行传感器调零(具体操作第七章详细介绍)。 

5.4. 测量水分含量 
(具体操作第七章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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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让仪器自动预测选择采样嘴 
(具体操作第六章详细介绍) 

5.6. 设置编号 
1. 设置采样编号、滤筒编号,运行烟尘采样 (具体操作第六章详细介

绍) 

2. (烟尘采样)用镊子将已编号、称重的新滤筒装入采样管的滤筒夹内,
拧上采样头和采样嘴 

5.7. 收样分析 
1. 采样结束后,迅速堵死采样连接管,并旋转采样管,使采样嘴垂直(或

背向)气流,然后取出采样管,不要将采样嘴朝下倒置,以免采样尘粒

倒出。 

2. (烟尘采样)用纱布包着拧开采样管的采样头(不要用手直接接触,以
防烫伤),用镊子将采样滤筒取出,轻轻敲打管嘴,并用细毛刷将附着

在管嘴内的尘粒刷入该采样滤筒中,将滤筒口折叠封住采样尘粒,
放入滤筒盒中,拧紧盒盖。 

3. (烟尘采样)在查询打印操作将锅炉出力影响系数输入指定采样的

数据库编号(采样编号)贮存。 

4. (烟尘分析)将烟尘采样的样品滤筒在采样前温度条件下烘 1h,取出

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用万分之一(或以上)的天平称重,计算采

样前后称重之差值,在查询打印操作将结果输入指定的数据库编号

(采样编号)贮存。 

5.8. 查询打印 
(可在室内进行,输入采样时设置的采样编号)(具体操作第七章详细介

绍) 

5.9. 关机 
将干燥器、仪器主机、采样管、导气管、导压管、传导电缆等各附件

按原样收好。 



6 

6.

主

.1. 开

1. 

 
 
 
 
 
 
 
 
 

2. 

3. 

4. 

主机操作

开机/关机

图一

将仪器所配电

一中“a”所示要

源开关,即可开

仪器和各附件

仪器显示如上

仪器及按键操

或 
机后,恢复为原

或 

主机正常工作

且面板上的指

2015‐0

testo

、 调

 

一  工作电源使
 

电源电缆一头接

要求的交流 220
开机。使用完毕

件按原样收好。

上 

操作 

对比度递

原对比度)； 

或 

过程中,每按一

示灯闪亮一下

07‐09 Mon 23:2

 

o 3008烟  尘 

 

 

对比度， 、

使用示意图 

接主机面板的“电
0V,50Hz,有接地

毕，按上电源开

 

递增或递减调节

确认进入

一次按键,主机内

(此点以后不再

20:40 30.5℃ 

采  样  仪   

、 确定

6 主

 

电源插座”,另一

地线孔的电源,
开关,即可关机。

节(结果无记忆

入主菜单。 

内的蜂鸣器短暂

再重复)。 

定。 

主机操作 

15  

一头接如图

,并按下电

关机后将

忆,断电开

暂鸣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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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作 

5. 如果仪器上

着进行上次

主菜单(M
 
 
 
 
 
 
 
 
 
 
 

- 仪器及按键

或

择(循环)；

菜

设置参数

采样参数设置
 
 
 
 
 
 
 
 
 
 
 

201

** 

→  一、

      二、

      三、

      四、

      五、

、

201

*  设置参

大    气

皮托管

水    分

烟    气

*.日期、

  、 修

上次在采样过程

次采样(无操作

MAIN ME

键操作 

或 或

 

菜单项左右选择

数(Setup

置  

15‐07‐09 Mon 2

MAIN  主    菜

设置参数 

计算测点 

传感调零 

烟气分析 

水分含量 

、 、 选

15‐07‐09 Mon 2

参数  Setup‐1 *

气    压    力  Ba

管修正系数  Kp

分    含    量  Xsw

气    温    度  Ts: 

时间、对比度

修改， 、

程中断电(采样

提示栏显示)。

ENU) 

菜单项

择； 确

) 

23:20:40 30.5℃

  单  MENU **

六、预测

七、运行

八、查询

九、数据

十、计量

选择， 确认

23:20:40 30.5℃

:XXX.XX kPa 

: X.XXX 

w: XX.XX % 

XXXX  ℃ 

度修改? No. 

移光标，

未结束),开机显

 

项递减、递增或

认运行所选菜

℃ 

* 

测选嘴 

行采样 

询打印 

据通讯 

量校准 

认。 

℃ 

确认。 

显示此屏后,接

或两次递增选

菜单项。 



日期
 
 
 
 
 
 
 
 
 
 
 

1. 

光

2. 

3. 

4. 

5. 

6. 

期、时间、对比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光标闪烁位数据

同一设

移动光

确认、

周期检定的皮

机自动贮存；

若用户不测量

后仪器主机自

若上屏 3-1 操

入日期、时间

直接进入计算

若采样现场的

户在使用过程

显示数据； 

当仪器主机停

操作,用户调节

2015-07-

* 设置参数 S

对比度  Con

|||||||

日期  Date:

星期  Day: 

时间  Time:

、 修改

比度设置 

操作 

 

据递增或递减修

设置参数中移动

光标至下一设置

贮存设置参数

皮托管修正系数

 

量水分含量和烟

动贮存,并参入

作中日期、时

、对比度修改

算测点操作；

温度变化较大

程中可在 3-2 操

停止走时(用户未

节走时时间确认

-09 Mon 23:20

Setup-2 * 

ntrast:XX 

 XXXX  年  XX  月

  星期 XX    XX

:            XX:XX:X

， 、 移光

修改(循环)(No

动光标(循环)；

置参数(循环)；

数,结束此屏操作

数在上屏 3-1 操

气温度,可在上

入计算； 

间、对比度修

设置；若 3-1 操

大,会造成仪器显

作中或开机操

未给主机充电),
认即可,此时应给

0:40 30.5℃

月  XX  日 

X 

XX 

光标， 确认

6 主

o.      Yes.)

 

 

作,进入计算测

操作中输入,确认

上屏 3-1操作中

修改设为”Yes.”,
操作中设为“N

显示屏对比度的

操作中调节,以免

开机后会自动

给主机充电 24

认。 

主机操作 

17  

； 

测点操作。 

认后仪器主

中输入,确认

确认后进

o.”,确认后

的变化,用
免影响观察

动进入 3-2
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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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4.1.

6.4.2.

作 

计算测点

计算圆型烟
 
 
 
 
 
 
 
 
 
 
 

计算矩型烟
 
 
 
 
 
 
 
 
 
 
 
 
 

1. 仪器及按键

或

(*圆型    

同

点(For Sa

烟道采样测

烟道采样测

键操作 

或 光标

   *矩型) 

同一设置参数中

ampling

测点数  

测点数 

标闪烁位数据递

中移动光标(循环

*  计算测点

烟道断面:*矩

长    L :X.XXX 

宽    W :X.XXX

面积 F:XX.XX

壁厚  H:X.XXX

测点  n: XXxX

、 修改

( 、 移光

( 确认继续

*  计算测点

烟道断面:*圆

直径  D:X.XXX

面积 F:XX.XX

测点  n: XXxX

、 修改

( 、 移光

( 确认继续

 Points)

递增或递减修改

环)； 

* 

矩型 

X m 

X m 

XX m2 

X m 

XX 

改， 

光标,) 

续。) 

* 

圆型 

X m 

XX m2 

XX 

改， 

光标,) 

续。) 

) 

改(循环)； 



6.4

2. 

3. 

4. 

5. 

6. 

4.3. 显示

尺寸
 
 
 
 
 
 
 
 
 
 

- 

移动光

确认、

当圆型烟道断

(0.030 ～ 9.9
圆型烟道自动

采样分块数(图

当烟道断面面

烟道 0.001 ～
自动计算烟道

形计算其断面

可分别修改烟

1、2、4、6、
和采样孔数(右
型烟道采样分

对矩型烟道,仪
尺寸设置在仪

确认后可分别

示圆型或矩

寸(含壁厚

仪器及按键操

或 

*计算测点 Fo

烟道断面:圆(矩

   1-X.XXXm

   4-X.XXXm

   7-X.XXXm

  10-X.XXXm

 

请按任意键继

光标至下一设置

贮存设置参数

断面直径参数,矩
999 m),自动计

动计算采样分环

图形)； 

面积参数被修改

～ 99.980 m2),
道断面直径、采

面边长、采样孔

道采样测点数

8、10)(矩型烟

右)(1 ～ 15),圆
分块数(图形 1X

仪器以长边分块

仪器“长 L”内,长

计算显示烟道

矩型烟道各

厚) 

操作 

或 

or Sampling P

矩)型 采样测点

m   2-X.XXXm

m   5-X.XXXm

m   8-X.XXXm

m 

继续! 

置参数(循环)；

数,结束此屏操作

矩型烟道断面长

计算烟道断面面

环数(图形),矩型

改(圆型烟道0.00
,自动计算采样

采样分环数(图形

孔数、采样分块

数(左)(圆型烟道

烟道单采样孔的

圆型烟道采样分

1 ～ 15X15)(

块控制采样,若采

长边尺寸设置在

道各采样测点距

各采样测点

或 

Points* 

点 n:含壁厚 

m   3-X.XXX

m   6-X.XXX

m   9-X.XXX

6 主

 

作,并继续运行

长或宽参数被修

面积、采样测点

型烟道自动计算

01 ～ 78.484
样测点数(单孔)
形),矩型烟道自

块数(图形)； 

道单采样孔的采

的采样测点数

分环数(图形 0 
(此屏 后操作

采样孔在长边,
在仪器“宽 W”内

距采样孔位置(包

点距采样孔

Xm 

Xm 

Xm 

主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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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修改

点数(单孔),
算采样孔数、

4 m2)(矩型

,圆型烟道

动按正方

采样测点数

1 ～ 15)
～ 5),矩

作)； 

可将宽边

内； 

包含壁厚)。 

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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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6.5. 

作 

或

操作)。 

其它类型烟
1. 分别利用圆

位置尺寸,用
测点位置尺

2. 分别以圆型

行将所得若

传感调零
 
 
 
 
 
 
 
 
 
 
 

1. 传感器调零

2. 传感器调零

显栏显示“

3. 若未在数显

* 传感器调

动  压

全  压

计  压

湿  压

流  量

调零

或 结束

烟道采样测
圆型或矩型烟道

用户自行记录

尺寸由用户根据

型或矩型烟道尺

若干组数据平均

零(To Zer

零约需要 10 秒

零时,在数显栏

请卸载!”； 

显栏显示“请卸

调零 To Zero 

压 Pd: 00000 

压 P : 00000 

压 Pr: 00000 

压 Pb: 00000 

量 Qr: 00000 

||||||

自动返

零:==>

束此屏操作，并

测点处理
道尺寸,让仪器主

,采样前输入采

据记录进行移动

尺寸,让仪器主机

均处理。 

ro) 

秒钟,完成自动返

显示“00000”,若

载!”,将贮存传感

* 请卸载! 

Pa 

kPa 

kPa 

kPa 

L/min 

||||| 

返回! 

并继续运行(进入

主机分别计算

采样孔数和采样

动； 

机分别控制采

返回主菜单；

若哪项传感器未

感器调零参数

入传感器调零

采样测点数及

样测点数,采样

样,由用户自

未卸载,则在数

。 



6.

6.

6.

.6. 水

6.1. 水分

1 烟

2.3

2 水

3 水

4 水

5 水

6 湿

7 水

8 水

9 水

10 除

11 干

12 智

 

6.2. 部件
1. 

2. 将

3. 

4. 

5. 

水分含量(T

分测量部件

烟道 

烟气分析、水

水分含量静压管

水分含量(烟气

水分含量传感器

水分含量进气嘴

湿球压力嘴 

水分含量传感器

水分含量出气嘴

水分含量盛水器

除硫洗涤器 

干燥器 

智能烟尘采样仪

件连接 
如图二将“烟气

采样口插入烟

将“水分含量盛

连接在“水分含

将“水分含量传

座”用温度传感

将水分含量传

机面板上的“烟

将“水分含量静

静压嘴”连接上

Test Xsw

件 

图二  测量水

水分含量组合采

管 

气分析)采样管

器 

嘴 

器信号座 

嘴 

器 

仪主机 

气分析、水分含

烟道内预热,并用

盛水器”(9.)装好水

含量(烟气分析)

传感器信号座”(
感电缆连接；

传感器的“出气嘴

烟尘采样进气嘴

静压管”(2.)尾端

上； 

w) 

水分含量连接示

采样枪 

含量组合采样枪

用纱布堵塞烟道

水,并将水分含

)采样管”(3.)的抽

(7.)与主机面板

嘴”(8.)用导气管

嘴”连接上； 

端用导压管与主

6 主

示意图 

枪”(2.3.)的采样

道采样口,使其不

含量传感器的“进
抽气嘴上； 

板上的“温度传感

管,通过干燥器(

主机面板上的“水

主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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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端从烟道

不漏气； 

进气嘴”(5.)

感器信号

11.),与主

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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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作 

6. 将“水分含

嘴”连接上

开始水分测
进入后,主机开

 
 
 
 
 
 
 
 
 
 
 

1. 仪器及按键

或

或

单(调用上次

稳

束此屏操作

2. 初始设置恒

3. 调节抽气流

递减 0.5 L

4. 必须保证“

5. 若水分含量

感器!”交替

*  测水

抽    气

干    球

湿    球

测    点

湿    球

水    分

、 调

量湿球压力嘴

。 

测量 
开烟尘泵,测量水

键操作 

或 递增

或 关烟

次测量值)；

稳定后确认测量

作,返回主菜单。

恒流流量为 25

流量范围为 20
L/min； 

水分含量盛水

量传感器未连接

替显示(4s)的操

水分含量  Test X

气    流    量  Qr:

球    温    度  Ta: 

球    温    度  Tb:

点    静    压  Ps: 

球    压    力  Pb:

分    含    量  Xsw

调流量， 、

”(6.)用导压管与

水分含量。 

增或递减调抽气

烟尘泵,退出测量

量水分含量值,关
。 

.0 L/min； 

.0 ～ 35.0 L/m

器”装有水；

接,在操作提示栏

作提示。 

Xsw * 

 25.0 L/min 

XXX.X  ℃ 

 XXX.X  ℃ 

XX.XX kPa 

 XX.XX kPa 

w: XX.XX % 

返回， 确

与主机面板上

气流量； 

量,结束此屏操

关烟尘泵,贮存测

min,每按一次调

栏会有“请接上

确认。 

的“湿球压力

操作,返回主菜

测量参数,结

调节键递增或

上水分含量传



6.

6.

6.

.7. 预

7.1. 部件
按图

1. 采

2. 

3. 

4. 

5. 

7.2. 参数
设置

 
 
 
 
 
 
 
 
 
 
 

1. 

2. 

 

 

预测选嘴(T

件连接 
图三连接。 

采样烟尘用不同

将“烟温传感器

温度传感电缆

将“采样管”(4.)
的“烟尘采样进

将“皮托管”(2.)
面板上的“动压

进入预测选嘴

枪”(2.3.4.)的采

采样口,使其不

数设置 
置预测参数(仪器

仪器显示如左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同一设

2015‐07‐09

*  预测选嘴

采样类型: 

请设置‐‐点

、 修改，

Test And

同组合采样枪(

器信号座”(3.)与
缆连接(不接,利用

)的“出气嘴”用导

进气嘴”连接上；

)迎流面和背流

压”的“+ 嘴”和“-

嘴操作(暂停状态

采样端从烟道采

不漏气。 

器主机预置点预

(显示屏中“圆”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9 Mon 23:20:40

嘴  Test And Sel

1      (1.烟尘  

点预测时间: 10 

、 移光

d Select

(2.3.4.),“采样管

与主机面板上的

用设置或上次测

导气管,通过干

； 

流面的管尾端两

- 嘴”对应连接

态)后,如图三将

采样口插入烟道

预测时间 10 s

”代表圆形烟道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0 30.5℃ 

ect *圆 

  ) 

s 

光标， 确认。

6 主

t) 

管”可不装采样

的“温度传感器信

测量值计算)；

干燥器(6.),与主

两嘴分别用导压

接上(保证良好的

将“烟尘组合采样

道内,并用纱布堵

,设置范围为 4

道,“矩”代表矩形

或递减修改(循

 

主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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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滤筒； 

信号座”用
 

机面板上

压管与主机

的连接)； 

样

堵塞烟道

4 ～ 99 s) 

形烟道。)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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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作 

移

确

预测烟道排
 
 
 
 
 
 
 
 
 
 
 

1. 仪器及按键

暂

或

菜单? No. 

操作提示,若

气参数(暂
结束此屏操

(不
计算平均值

稳定后提前

No. (Yes.)

*  预测选

动    压 

全    压 

静    压 

烟    温  T

烟  气  流

烟  气  密

暂停,

移动光标至下一

确认设置参数,结

排气参数

键操作 

暂停预测；    

或 将在

(Yes.)”和“

若修改设为“N

停状态)；若修

操作,返回主菜单

不操作此键,将按

值,继续运行) (必
前确认,将在操作

)”和“ 、 、

选嘴  *[ 

Pd:    XXXX Pa [

P : XX.XX kPa

Ps: XX.XX kPa

Ts:    XXXX  ℃

流  速  Vs: XX.XX

密  度  ρs: X.XX

运行, 、

一设置参数(循环

结束此屏操作,并

 运行

在操作提示栏显

、 、 、

o.”,按“ ”键后

修改设为”Yes.”
单(调用上次使

按时间、采样测

必须有一完整

作提示栏显示“

、 选择

  ]X.XXXm    XX

[暂停! ] 

X m/s 

XX kg/m3 

返回, 确认

环)； 

并按设置参数

行预测； 

显示“中断采样

选择， 确认

后,返回,继续运

,按“ ”键后,中
使用的采样嘴直

测点，自动运行

的检测数据,按
“确认、贮存--采

择， 确认。?

Xs 

认 

继续运行。 

样测量,返回主

认。?No.(Yes.)”

运行预测烟道排

中断采样测量,
直径)； 

行,并自动确认,
按此键有响应)
采样测量数据?

 No. (Yes.)”操

 



6.

2. 

4. 

5. 

6. 

7. 

7.4. 计算
 
 
 
 
 
 
 
 
 
 
 
 

- 

作提示,若修改

参数(暂停状态

预测烟道排气

上屏中“01”栏为

序号,“15”栏上

样测点数,“X.X
采样测点倒计

的正反向显示

当皮托管或导

调正传压管!”交

在开始采样前

器短暂鸣叫,指
准采样测点采

在当前采样孔

叫,指示灯闪亮

提示； 

更换采样孔采

更换采样孔重

算预测烟道

仪器及按键操

或 

*  预测选嘴

动    压  Pd: 

全    压  P : X

静    压  Ps: X

烟    温  Ts:   

烟  气  流  速

烟  气  密  度

请按任意键继

改设为“No.”,按“

态)；若修改设为

气参数,计算平均

为当前采样孔序

上为当前总的采

XXXm”栏为当前

计时时间,“[暂停

示； 

压管接反时,在
交替显示的操作

前、更换采样孔

指示灯闪亮)时,
采样!”交替显示(

孔内采样结束或

亮),在操作提示

采样时,仪器会自

重新放入组合采

道排气参数

操作 

或 

*[    ]X.

  XXXX Pa [平均

XX.XX kPa 

XX.XX kPa 

XXXX  ℃ 

速  Vs: XX.XX m/

度  ρs: X.XXX kg

继续! 

“ ”键后,返回

为”Yes.”,按“
均值,并继续运行

序号,“02”栏为

采样孔数,“10”栏
前采样测点位置

! ]”栏为当前运

在操作提示栏会

作提示； 

、采样暂停间、

在操作提示栏

换点 4s)的操作

或全部采样结束

栏会有“请准备

自动暂停,按第六

采样枪。 

数平均值

或 

.XXXm    XXs 

均值] 

/s 

g/m3 

6 主

回,继续运行预测

”键后,提前确

行。 

当前采样孔内

栏为当前采样孔

置尺寸,“XXs”栏
运行状态“暂停!”

会有“动压传压管

、距更换采样点

会有“请移动采

作提示,； 

束前 2s 时(蜂鸣

备收样!”显示(2s

六章的“8-1”操作

主机操作 

25  

测烟道排气

认并结束

采样测点

孔内总的采

栏为当前

”或“运行!”

管接反!请

点 2s(蜂鸣

采样管,对

器短暂鸣

s)的操作

作拿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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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作 

或

 

计算预测烟
 
 
 
 
 
 
 
 
 
 
 
 

- 仪器及按键

或

或

回主菜单。

*  预测选

 

工况排气

 

标干排气

 

计算采样

请按任意

或 结束

烟道排气参

键操作 

或 或

或 贮存

 

 

选嘴  *[ 

气流量  Qs:XXXX

气流量 Qsn:XXX

样嘴直径  d: XX

意键返回! 

束此屏操作,继续

参数及等速

或 

存计算等速采样

  ]X.XXXm    XX

XX.XXX m3/h

XXX.XXX m3/h

X mm 

续运行。 

速采样嘴直

样嘴直径,结束

Xs 

直径 

此屏操作,返



6.

6.

 

.8. 运
烟尘

8.1. 部件

1  

2.3.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运行采样(S
尘采样 (Sampl

件连接 

烟道 

.4 烟尘组合

皮托管 

烟温传感

采样管 

除硫洗涤

干燥器 

智能烟尘

按图三连接。

采样烟尘用不

已编号装入“采

将“烟温传感器

温度传感电缆

将“采样管”(4.)
的“烟尘采样进

将“皮托管”(2.)
面板上的“动压

进入烟尘采样

枪”(2.3.4.)的采

采样口,使其不

Samplin
ling Stack Dus

图三  烟尘

合采样枪 

感器 

涤器 

尘采样仪主机

 

不同组合采样枪

采样管”,并装上

器信号座”(3.)与
缆连接(不接,利用

)的“出气嘴”用导

进气嘴”连接上(

)迎流面和背流

压”的“+ 嘴”和“-

样操作(暂停状态

采样端从烟道采

不漏气。 

 

ng) 
st) 

尘采样连接示意

枪(2.3.4.),将已编

所选采样嘴；

与主机面板上的

用设置或上次测

导气管,通过干

(保证良好的连

流面的管尾端两

- 嘴”对应连接

态)后,如图三将

采样口插入烟道

6 主

意图 

编号、称重过的

 

的“温度传感器信

测量烟温值计算

干燥器(6.),与主

连接)； 

两嘴分别用导压

接上； 

将“烟尘组合采样

道内,并用纱布堵

主机操作 

27  

 

的新滤筒或

信号座”用
算)； 

机面板上

压管与主机

样

堵塞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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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作 

设置采样参
 
 
 
 
 
 
 
 
 
 
 
 

1. 仪器显示如

道。) 

2. 仪器及按键

或

同

移

确

3. 采样编号设

围 000 ～
5、6、7、8
形烟道)、1
间设置范围

4. 如采样方式

量，设置范

*  烟尘采

采样编号

采样类型

采样嘴直

点采样时

采样方式

恒流采样

、

参数 

如左(显示屏中

键操作 

或 光标

同一设置参数中

移动光标至下一

确认、贮存设置

设置范围 000 
 999(000 ～

8、10、12、14
1～15(矩形烟道

围 00 min 4 s 

式设置为“2--恒
范围 5.0 ～ 49

 

采样  Sampling 

号: XXX#    滤筒

型: 1    (1.烟尘

直径 d:XX mm   

时间  tn:    XX m

式:1 (1.等速跟踪

样流量  Qd: XX.

修改， 、

“圆型”代表圆形

标闪烁位数据递

中移动光标(循环

一设置参数(循环

置参数,结束此屏

～ 599(自动循

599 自动循环

4 mm,采样测点

道),采样孔(n 右

～ 99 min 59 

恒流采样”,则可以

9.9 L/min。 

*圆型 

编号: XXX# 

    ) 

测点 n:XXxXX

min XX s   

踪  2.恒流) 

X L/min 

移光标，

形烟道,“矩型”代

递增或递减修改

环)； 

环)； 

屏操作,并继续运

循环递增),滤筒

环递增),采样嘴直

点(n 左)设置范围

右)设置范围 1～
s； 

以在下一行设置

 

确认。 

代表矩形烟

改(循环)； 

运行。 

筒编号设置范

直径设置范围

围 1 ～ 10(圆
～15,点采样时

置恒流采样流



6.8.3. 烟尘
 
 
 
 
 
 
 
 
 
 
 
 

1. 

尘采样 

仪器及按键操

暂停采

运行采

或 

量,返回主菜单

No. (Yes.)”操作

烟尘采样；若修

操作,返回主菜

(不操

计算平均值,继
稳定后提前确

测量数据? No

(Yes.)”操作提

采样；若修改

计算平均值,结

*烟尘* 

采时 t: X

动压 Pd:

烟温 Ts:X

计温 Tr:X

采气 V:X

跟踪率 Z

暂停,

操作 

采样,关烟尘泵

采样,开烟尘泵

关烟尘

单? No. (Yes.)”

作提示,若修改

修改设为”Yes
菜单； 

操作此键,将按时

继续运行) (必须

认,关烟尘泵,将

o. (Yes.)”和“

提示,若修改设为

改设为”Yes.”,按
结束此屏操作,并

  [ 

XXmXXs  全压  P

XXXXPa  静压 P

XXXX℃  流速 V

XX.X℃  计压 Pr

XXXXXXXL等速

Z:X.XXX  跟踪 Q

运行, 、

； 

； 

尘泵,将在操作提

和“ 、 、

改设为“No.”,按“

.”,按“ ”键后,

时间、采样测点

须有一完整的检

将在操作提示栏

、 、 、

为“No.”,按“ ”键

“ ”键后,提前

并继续运行。

  ]X.XXXm XX:

P:XXX.XXkPa 

Ps:XXX.XXkPa

Vs:XX.XX m/s 

r:XXX.XXkPa 

Qd:XX.XL/min

Qr:XX.XL/min 

返回, 确

6 主

提示栏显示“中断

、 选择，

“ ”键后,返回

,中断采样测量

点，自动运行,并
检测数据,按此键

栏显示“确认、贮

选择， 确

键后,返回,继续

前确认并结束烟

:XX 

认 

主机操作 

29  

断采样测

确认。? 

,继续运行

量,结束此屏

并自动确认,
键有响应)
贮存--采样

确认。? No. 

续运行烟尘

烟尘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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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作 

2. 上屏中“00
编号,“01”栏
号,“15”栏为

测点数,“X
采样测点倒

3. 若采样方式

L/min”改变

4. 当皮托管或

调正传压管

5. 当采样嘴选

有“采样流

预测选嘴!”

6. 在开始采样

器短暂鸣叫

准采样测点

7. 在当前采样

叫,指示灯

提示。 

8. 更换采样孔

更换采样孔

 

采样完成
烟尘采样完成

 
 
 
 
 
 
 
 
 
 
 
 

1. 仪器及按

*烟尘* 

00-”为当前采样

栏为当前采样孔

为当前总的采样

.XXXm”栏为当

倒计时时间或为

式设置为“2--恒
变为“恒流 Qd: X

或导压管接反时

管!”交替显示的

选择不合适造成

量过大,请重运

”交替显示的操

样前、更换采样

叫,指示灯闪亮

点采样!”交替显

样孔内采样结束

闪亮),在操作提

孔采样时,仪器会

孔重新放入组合

成,将采样数据贮

按键操作 

 [ 

 

 

 

采样数据贮

 

 

请按任意键返

样贮存数据库编

孔序号,“02”栏为

样孔数, “10”栏
当前采样测点位

为当前运行状态

恒流采样”,则在显

XX.X L/min”, 

时,在操作提示栏

的操作提示；

成采样流量过大

运行预测选嘴!”或
操作提示； 

样孔、采样暂停

)时,在操作提示

显示(换点 4s)的

束或全部采样结

提示栏会有“请准

会自动暂停,按
合采样枪。 

贮存入数据库,仪

]X.XXXm 00:0

存! 

返回! 

编号,“000#”为当

为当前采样孔

栏为当前采样孔

位置尺寸,“XX:X
态“暂停”反向显

显示屏中“等速

 

栏会有“动压传

大或过小时,在
或“采样流量过

停间、距更换采

示栏会有“请移

的操作提示；

结束前 2s 时(蜂
准备收样!”显示

按第六章的“8-1

仪器显示如下

00 

当前采样滤筒

内采样测点序

孔内总的采样

XX”栏为当前

显示； 

速 Qd: XX.X 

传压管接反!请

操作提示栏会

过小,请重运行

采样点 2s(蜂鸣

动采样管,对

蜂鸣器短暂鸣

示(2s)的操作

”操作拿出和



 

2. 

 
 
 
 
 
 
 
 
 
 
 

- 

 

或 

或 
主菜单。 

结束烟尘采样

下 

仪器及按键操

或 

或 

*烟尘* 

或 

采样数

样,若测量参数没

操作 

或 

结束此

 

 [ 

 

无采样数据贮

请重运行采

 

 

请按任意键返

或 

数据贮存入数据

没有一个完整的

或 

此屏操作,返回主

]X.XXXm XX:X

贮存! 

采样! 

返回! 

6 主

据库,结束此屏操

的检测数据,仪

主菜单。 

XX 

主机操作 

31  

操作,返回

仪器显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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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6.9.1.

6.9.2.

作 

查询打印

查询打印选
 
 
 
 
 
 
 
 
 
 
 

- 仪器及按

或

或

确

查询打印
 
 
 
 
 
 
 
 
 
 
 

1. 输入查询打

2015‐07‐09 M

*  查询打印

 

请输入采样编

 

 

、 、

2015‐07‐09 M

*  查询打印

 

请选择查询打

1.‐‐查询

2.—直接

3.‐‐设置

、 修改

印(dBAS

选择菜单

按键操作 

或 光标

或 退出

确认运行所选菜

打印数据库编号

Mon 23:20:40 3

dBASE *    ‐‐查

编号:XXX# (滤筒

修改， 返

Mon 23:20:40 3

dBASE * 

打印方式: X 

询打印 

接打印 

置选择打印参数

改， 、 返

E) 

标闪烁位数据递

出查询打印,结束

菜单项。 

号(采样编号 00

30.5℃ 

查询打印 

筒编号) 

返回， 确认。

30.5℃ 

数 

返回， 确认。

递增或递减修改

束此屏操作,返

00 ～ 599) 

。 

。

改(循环)； 

返回主菜单； 



 

- 

2. 

 
 
 
 
 
 
 
 
 
 
 

-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同一设

退出查

确认输

无采样数据贮

仪器及按键操

或 

或 

2015‐07‐

*  查询打

 

请输入采

无采样数

 

 

请按任意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查询打印,返回

输入参数,结束

贮存(输入采样编

操作 

或 

退出查

 

‐09 Mon 23:20:

打印  dBASE *   

采样编号:XXX# 

数据贮存! 

意键返回!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回主菜单； 

此屏操作,查询

编号内无采样数

或 

查询打印,结束此

40 30.5℃ 

‐‐查询打印 

(滤筒编号) 

6 主

或递减修改(循

 

询数据库并继续

数据贮存) 

此屏操作,返回主

主机操作 

33  

循环)； 

续运行。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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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 查询显示第

 
 
 
 
 
 
 
 
 
 
 

- 仪器及按键

(若未扩展

库统一管理

或

同

一设置参数

确

第二屏)。

4. 查询显示第

烟尘采样参

 
 
 
 
 
 
 
 
 
 

*查询打

  标准过

  滤    筒

  烟道气

  二氧化

  一氧化

  一氧化

、

*查询打

 

 

  锅炉出

 

 

 

、

第一屏参数 

键操作 

测量的参数,用
理) 

或 光标

同一设置参数中

数(循环)； 

确认、贮存设置

第二屏参数 

参数设置第二屏

打印*  编号:XX

过量空气系数

筒    增    重  m

气含氧量  O2 : 

化硫含量 SO2':

化碳含量  CO':

化氮含量  NO':

修改， 、

印*  编号:XXX‐

力影响系数  K

、 修改，

用户可将其它仪

标闪烁位数据递

中移动光标(循环

置参数,结束此屏

屏(参照附录 C

XX‐XXX#    [7‐1]

α: XX.X         

m: XXXXX.X mg 

XX.X %         

:XXXXX mg/m3 

XXXXX mg/m3 

:XXXXX mg/m3

移光标，

‐XXX#    [7‐2]

e :X.XX 

返回， 确

仪器所测数据手

递增或递减修改

环)； 移

屏操作,并继续运

C 数据) 

 

 

   

 

确认。 

确认。 

手动输入数据

改(循环)； 

移动光标至下

运行(查询显示



- 

5. 

 
 
 
 
 
 
 
 
 
 
 

6.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同一设

退出查

确认设

(查询显示第三

查询显示第三

查询显示第四

*查询打印

标干采气体

测量烟尘浓

烟尘排放率

SO2排放率

CO  排放率

NO  排放率

上页,

*查询打印

额定状烟尘

过量空气系

烟尘折算浓

SO2折算浓

CO  折算浓

NO  折算浓

上页,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查询打印,返回

设置参数,贮存

三屏)。 

三屏参数  

屏参数 

印*  编号:XXX‐XX

体积  Vnd: XXXX

浓度  C':XXXXX.

率  Gc:XXXXX.XX

率 Gso2:XXXXX.

率  Gco:XXXXX.X

率  GNO:XXXXX.

下页， 、

印*  编号:XXX‐XX

尘浓度 Ce:XXXX

系数  α':XXX.X

浓度  C:XXXXX.X

浓度 SO2:XXXXX

浓度  CO:XXXXX

浓度  NO:XXXXX

下页， 、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回主菜单； 

设置参数,结束

XX#    [7‐3] 

XX.X L     

XX mg/m3     

XX kg/h   

XXX kg/h   

XXX kg/h   

XXX kg/h   

返回, 打印

XX#    [7‐4] 

XX.XXmg/m3

X 

XX mg/m3 

X.XX mg/m3 

.XX mg/m3 

X.XX mg/m3 

返回, 打印

6 主

或递减修改(循

 

束此屏操作,并继

印 

印 

主机操作 

35  

循环)； 

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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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7. 查询显示第

 
 
 
 
 
 
 
 
 
 
 

8. 查询显示第

 
 
 
 
 
 
 
 
 
 
 
 

- 第五屏中,若
中“直径 D

9. 查询显示第

 
 
 
 
 
 
 
 
 
 
 

*查询打

采样日

  大    气

  皮托管

烟道断

直径  D

壁厚  H

上页

*查询打

动压 P

烟温 Ts

烟  气

烟  气

工况排

标干排

上页

*查询打

采样嘴

计温 T

采时 t:

跟踪率

水    分

标干采

上页

第五屏参数 

第六屏参数 

若为矩形烟道

D:X.XXX m”改变

第七屏参数 

打印*  编号:XX

日期 Date: XXXX

气    压    力  Ba

管修正系数  Kp

断面:圆型  采样

D:X.XXX m 

H:X.XXX m  面积

页, 下页，

打印*  编号:XX

d:XXXXPa  全压

s:XXXX℃  静压

流  速  Vs: XX.

密  度  ρs: X.X

排气流量  Qs:XX

排气流量 Qsn:XX

页, 下页，

打印*  编号:XX

嘴  d:XXmm  计压

r:XXXX℃  等速

: XXmXXs  跟踪

率 Z:X.XXX  采气

分    含    量  Xsw

采气体积  Vnd: X

页, 下页，

,则在显示屏中

变为“长 L:X.X

XX‐XXX#    [7‐5]

‐XX‐XX XX:XX

a:XXX.XX kPa 

p: X.XXX         

测点 n: XXxXX

积 F:XX.XXX m2

、 返回,

XX‐XXX#    [7‐6]

压  P:‐XX.XXkPa

压 Ps:‐XX.XXkPa

XX m/s       

XXX kg/m3   

XXXX.XXX m3/h

XXXX.XXX m3/h

、 返回,

XX‐XXX#    [7‐7]

压 Pr:‐XX.XXkPa

速 Qd:XX.XL/min

踪 Qr:XX.XL/min

气  V:XXXXX.X L

w: XX.XX %   

XXXXX.X L   

、 返回,

中“圆型”改变为

XXX m   宽 W

打印   

 

h 

打印   

a 

n 

打印

“矩型”,显示屏

W:X.XXX m”。 



6.

- 

10. 

9.3. 直接
直接

环打

 
 
 
 
 
 
 
 
 
 
 

- 

仪器及按键操

或 

或 

打印查

查询数据库后

托管修正系数

调入当前采样

电保护)。 

接打印 
接打印,输入直接

打印)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同一设

2015‐07‐09

*  查询打印

 

请输入采样

 

完成打印采

 

、 修

操作(第三屏至第

查询数据

退出查

查询显示结果。

,烟道参数,采样

数两参数可在查

样前的参数设置

接打印数据库编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9 Mon 23:20:40

印  dBASE *    ‐‐

样编号:XXX# (滤

采样编号:XXX#

修改， 、

第七屏操作) 

据库向上或向

查询打印,结束此

。 

样布点,采样设置

查询数据库前或

置缓冲存贮器,运

编号(采样编号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0 30.5℃ 

‐直接打印 

滤筒编号) 

 

移光标， 确

6 主

下翻屏显示(循

此屏操作,返回主

置等参数(大气

或后输入仪器主

运行采样确认后

号 000 ～ 599)

或递减修改(循

 

确认。 

主机操作 

37  

循环)； 

主菜单； 

气压力、皮

主机)可自动

后贮存(断

)(可直接循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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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作 

移

确

设置选择打
1. 烟尘打印参

 
 
 
 
 
 
 
 
 
 
 

2. 仪器及按键

或

移

移

结

烟尘打印参

3. 可选择打印

其定义如下

Xsw ——

*  查询

请选择

Xsw:Y 

m :Y   

NO':N 

C:Y    S

Gso2:N

、

移动光标至下一

确认输入参数,按

打印参数
参数选择 

键操作 

或 光标

移动光标至下一

移动光标至下四

结束此屏操作,进

参数选择,确认

印参数修改确认

下： 

— 烟道排气中

询打印  dBASE *

择打印参数(Y打

ρs:N    Qs:Y   

O2:Y    C':Y    S

Ke:N    Ce:N     

O2:N    CO:N   

N          Gco:N   

修改， 、

一设置参数(循环

按输入直接打印

标闪烁位修改 Y

一设置参数(循环

四(烟尘)设置参

进入烟尘查询打

、贮存设置参数

认后,带掉电记忆

中水分含量体积

                  烟尘

打印    N 不打印

Qsn:Y    Vnd:Y

O2':N CO':N 

a :Y      a':Y 

  NO:N      Gc:Y

              GNO:

移光标，

环)； 

印数据库编号,

Y     N；   

环)； 

参数(循环)； 

打印参数选择；

数,结束此屏操作

忆,)。 

积百分数,%；

尘 

印) 

Y 

Y 

N 

确认。

打印结果。 

  

 

作,返回主菜单。 



6 主机操作 

39  

ρS —— 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湿排气的密度,kg/m3； 

Qs —— 工况下湿排气流量,m3/h； 

Qsn —— 标准状态下干排气流量,m3/h； 

Vnd —— 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L； 

m —— 采样所得的颗粒物量,mg； 

O2 —— 烟道排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数,%； 

C＇ —— 颗粒物实测浓度,mg/m3； 

SO2＇——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mg/m3； 

CO＇ —— 一氧化碳实测浓度,mg/m3； 

NO＇ —— 一氧化氮实测浓度,mg/m3； 

Ke —— 锅炉出力影响系数； 

Ce —— 在锅炉额定出力情况下颗粒物的排放浓度,mg/m3； 

α —— 有关排放标准中规定的过量空气系数； 

α＇ —— 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C —— (烟尘)折算成过量空气系数为 α时的颗粒物排放浓

度,mg/m3； 

SO2 —— 折算成过量空气系数为 α时的二氧化硫排放浓

度,mg/m3； 

CO —— 折算成过量空气系数为 α时的一氧化碳排放浓

度,mg/m3； 

NO —— 折算成过量空气系数为 α时的一氧化氮排放浓

度,mg/m3； 

Gc —— 颗粒物排放率,kg/h； 

Gso2 —— 二氧化硫排放率,kg/h； 

Gco —— 一氧化碳排放率,kg/h； 

GNO —— 一氧化氮排放率,kg/h； 

Vx —— 清洗溶液体积,mL； 

Cx —— 溶液分析浓度,mg/L； 

Nx —— 折算的工作灶头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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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作 

打印结果
1. 打印方式选

号:XXX-XX
dBASE * 

 
 
 
 
 
 
 
 
 
 
 

- 仪器及按键

或

或

回查询显示

确

2. 微型打印机

 
 
 
 
 
 
 
 
 
 
 

*查询打

(*  查询

 

请选择

打印采

、

*查询打

(*  查询

 

请选择

打印采

(请检查

、

选择(从查询显

XX#  [X-X]”；
 --直接打印”；

键操作 

或 光标

或 退出

示；从直接打印

确认开始打印采

机连接检测(若

打印*  编号:XX

询打印  dBASE *

择打印方式  : 1

1.‐‐选择打印

2.‐‐全部打印

采样编号:XXX# ‐

修改， 、

打印*  编号:XX

询打印  dBASE *

择打印方式  : 1

1.‐‐选择打印

2.‐‐全部打印

采样编号:XXX# ‐

查,接通打印机!

返回， 、

示进入,排头显

从直接打印进

) 

标闪烁位修改 1

出打印,结束此屏

印进入,返回主菜

采样结果。 

打印机未在线

XX‐XXX#    [X‐X]

*    ‐‐直接打印

印 

印 

‐‐‐ XXX# 

返回，

XX‐XXX#    [X‐X]

*    ‐‐直接打印

印 

印 

‐‐‐ XXX# 

!) 

、 继续

显示“*查询打印

进入,排头显示“

1        2；

屏操作,从查询

菜单； 

连接或在离线

) 

确认。 

) 

续打印。 

* 编
“* 查询打印 

询显示进入,返

方式) 



- 

3. 

 

 

 
 
 
 
 
 
 
 
 

> 

> 

> 

> 

> 打

>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回查询显示；

或 

打印采样结果

从查询显示(查
直接打印进入

采样数据； 

打印方式设置

据,将按本章“1
参数； 

打印方式设置

据,将打印输出

在直接打印中

存的,自动跨越

数据,直到打印

打印完成,结束此

从直接打印进

若在打印过程

离线方式,再按

*查询打印

(*  查询打

 

请选择打印

1.‐‐选择打

2.‐‐全部打

打印采样编

正在打印，

操作 

退出打

从直接打印进

或 

果 

查询打印)进入,
入,按输入直接打

置为“1.--选择打

10-4 设置选择

置为“2.--全部打

出全部参数；

,输入的数据库

越该组采样数据

印完成； 

此屏操作,自动

进入,返回主菜单

程中,需中断打印

按“2.微型打印机

印*  编号:XXX‐XX

印  dBASE *    ‐

印方式  : 1 

打印 

打印 

编号:XXX# ‐‐‐ XX

打印完成自动

印,结束此屏操

进入,返回主菜单

检查,接通

 仅打印查询显

打印数据库编号

印”时,本次打印

择打印参数”的设

印”时,本次打印

库编号,若有在数

据的打印,接着打

动返回,从查询显

单； 

印,按打印机上的

机连接检测”操作

XX#    [X‐X] 

‐‐直接打印) 

XX# 

动返回! 

6 主

操作, 从查询显

单； 

通打印机后,继续

显示的一组采样

号,直接打印一组

印输出的每一组

设置,打印输出所

印输出的每一组

数据库中无采样

打印下一组贮存

显示进入,返回

的“SEL”键,使打

作,退出打印。

主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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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进入,返

续打印。 

样数据；从

组或多组

组采样数

所选择的

组采样数

样数据贮

存的采样

查询显示；

打印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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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6.10.1.

6.10.2.

 

作 

数据通讯

数据通讯连
1. 在仪器主机

机的串行接

2. 通电分别启

作 PC 机调

仪器主机数
 
 
 
 
 
 
 
 
 
 
 

1. 仪器及按键

或

或

2. 数据通讯握

号:XXX#”栏
组结束编号

3. 数据通讯握

*  数据通讯

采

采样

通

按

讯(Comm

连接及操作
机和 PC 机断电

接口用数据通讯

启动仪器主机和

调用采样数据,P

数据通讯

键操作 

或 或

或 中断

握手成功,在显示

栏显示当前传送

号； 

握手失败,在显

 

讯  Communica

采样仪数据  ==>

 

样编号:XXX# (滤

XXX# 

 

通讯完成自动返

按任意键中断返

municate

作 
电状态,将仪器主

讯电缆线连接起

和 PC 机,操作仪

PC 机软件包操

或 

断数据通讯,结束

示屏右上角显示

送数据组编号和

示屏右上角显

te *            OK!

> PC机 

滤筒编号) 

返回! 

返回。 

e) 

主机的通讯接

起来； 

仪器主机进入数

操作参阅通迅软

束此屏操作,返

示“OK!”,并在“
和在其下一栏显

显示“Err”,在以上

! 

口插座和 PC

数据通讯,再操

软件使用说明。

返回主菜单。 

采样编

显示调用数据

上操作中返回。

 

 



7 

7.

计

.1. 输
1. 

 
 
 
 
 
 
 
 
 
 

2. 

 
 
 
 
 
 
 
 
 
 

计量校准

输入密码(P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同一设

退出计

确认设

密码输入不正

2015‐0

*  计量校

请输入

、 、

*  传感器超

流量:XXX  

计压:XXX  

机温:XXX  

湿压:XXX  

碳 CO:XXX

PX14:XXX  

7

(Measu

Pass Wo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计量校准,返回

设置参数,结束

正确(显示各传感

07‐09 Mon 23:2

校准  Measure 

 

 

入密码  Pass W

 

修改， 返

超载次数  Over

动压:XXX

计温:XXX

干温:XXX

氧 O2:XXX

氮 NO:XXX

完成采样

按任意键中断

7 计量校准(M

ure Up 

ord = 59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回主菜单； 

此屏操作,并继

感器超载累积次

0:40 30.5℃ 

Up To Norm*

ord: [0000] 

返回， 确认

r Limit *   

  全压:XX

  烟温:XX

  湿温:XX

X    硫 SO2:

X    

:XX，XXX，XXX

断返回。 

Measure Up 

To Nor

918) 

或递减修改(循

 

继续运行。 

次数) 

。 

XX 

XX 

XX 

:XXX 

X 

To Norm) 

43  

rm)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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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准(Measure Up

 

- 仪器及按键

或

或

校准菜单
 
 
 

 
 
 
 
 
 
 
 

- 仪器及按键

 

或

择(循环)；

菜

确

2015

*  计量

→  一、设

二、压

三、温

四、烟

五、流

、

p To Norm)

键操作 

或 或

或 退出

单 

键操作 

或 或

； 

菜单项左右选择

确认运行所选菜

 

5‐07‐09 Mon 23

量校准  Measu

设置参数 

压力校准 

温度校准 

烟温校准 

流量校准 

、 、 选

或 

出,结束此屏操作

菜单项

择； 

菜单项。 

3:20:40 30.5℃

re Up To Norm

六、氧  02  校

七、硫  SO2

八、碳  CO  校

九、氮  NO  校

十、返回主菜

选择， 确认

作,返回主菜单

项递减、递增或

* 

校准 

校准 

校准 

校准 

菜单 

。 

单。 

或两次递增选



7.

7.

.3. 计
 
 
 
 
 
 
 
 
 
 
 

- 

.4. 计
 
 
 
 
 
 
 
 
 
 

计量校准 

仪器及按键操

或 

同一设

移动光

确认、

计量校准 

2015‐07‐09 Mo

*  计量校准  ‐‐

标准状态烟气

 

空气中氧气含

水分含量修正

 

、 修改，

*  计量校准  ‐‐

        测量参数

动压  Pd: XXXX

全压  P : XX.XX

计压  Pr: XX.XX

湿压  Pb: XX.XX

调零? No. 

、 修改，

7

-- 设置参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光标至下一设置

、贮存设置参数

--压力校

on 23:20:40 30

‐  设置参数  *

气密度 en:1.340 

含量  O2: 21.0 %

正系数  Kx: 1.000

， 、 移光

‐压力校准  *

数                修正

X Pa      XXXX   

XkPa    XXXX    X

XkPa    XXXX    X

XkPa    XXXX   

， 、 移光

7 计量校准(M

参数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置参数(循环)；

数,结束此屏操

校准 

.5℃ 

kg/m3 

0 

光标， 确认。

正系数     

XXXX   

XXXX   

XXXX   

XXXX   

光标， 确认。

Measure Up 

或递减修改(循

 

 

操作,并返回校准

。

。

To Norm) 

45  

循环)； 

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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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Measure Up

1. 仪器及按键

或

Yes.)； 

同

移

当

并返回校准

零,传感调零

2. 光标移动到

数,不检测其

3. 修正系数左

4. 压力校准步

> 用标准压力

>  用导压管将

嘴相连；

> 仪器主机自

进行传感调

> 将标准器输

机测压示值

正系数,利用

> 将标准器输

机对应压力

行传感调零

作； 

> 校准完成后

20%、40%
感器测压示

p To Norm)

键操作 

或 光标

同一设置参数中

移动光标至下一

当调零设置为“N
准菜单；当调零

零结束后,自动

到测量参数对应

其它测量参数

左侧为压力正端

步骤(可参照压

力计(简称标准

将标准器的正压

自动显示对应压

调零操作； 

输出调到对应压

值,若与标准不符

用公式 K 修=K

输出调至 0 Pa
力传感器的“-”气
零操作,校准压

后,将标准器示值

%、60%、80%
示值校对。 

 

标闪烁位数据递

中移动光标(循环

一设置参数(循环

No.”时,确认、贮

零设置为“Yes.
动返回,继续上屏

应的修正系数位

； 

端修正系数,右侧

力仪表检定规

器)作标准,将标

压输出与仪器主

压力传感器测量

压力传感器量程

符合(不在仪器

K 原×P 标÷P 仪

,将标准器的正

气嘴相连,若仪器

力负端调节负压

值分别调至对应

%、95%等点,

递增或递减修改

环)； 

环)； 

贮存设置参数,结
”时,确认后,自

屏操作。 

位置,主机连续

侧为压力负端

程) 

标准器刻度指示

主机对应压力传

量压力值,若显

程范围的 75%
器技术指标内),
仪修改此参数；

正压输出的导压

器主机测压示

压修正系数同

应压力传感器

分别与仪器主

改(No.     

结束此屏操作,
动进行传感调

检测此测量参

系数； 

示调为 0 Pa；

传感器的“+”气

示值不为 0,需

,观察仪器主

需调节正压修

 

压管与仪器主

值不为 0,需进

正端校准操

量程范围的

机对应压力传

进



7.
 

.5. 计

 
 
 
 
 
 
 
 
 
 
 

1. 

2. 

3. 

4. 

5. 

> 

计量校准 

仪器及按键操

或 
-)； 

同一设

移动光

确认、

光标移动到测

此测量参数,不

零点修正参数

若干湿球温度

感器!”交替(4s

温度校准步骤

用标准温度计

对应温度传感

*  计量校准  ‐‐

计温 Tr:XXX.X℃

零点修正:XXXX

修正系数: XXX

干温 Ta:XXX.X℃

零点修正:XXXX

修正系数: XXX

、 修改，

7

--温度校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光标至下一设置

贮存设置参数

量参数对应零

不检测其它测量

数首位为符号位

度传感器未接,在
s)显示的操作提

骤(可参照温度仪

计(简称标准器)作
感器的感温头一

‐温度校准  *

℃    机

XX    零

XX    修

℃    湿

XX    零

XX    修

， 、 移光

7 计量校准(M

校准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置参数(循环)；

数,结束此屏操作

零点修正或修正

量参数； 

位； 

在操作提示栏会

提示； 

仪表检定规程)

作标准,将标准

一同放入水浴中

温 T :XXX.X℃

点修正:XXXXX

正系数: XXXX

温 Tb:XXX.X℃

点修正:XXXXX

正系数: XXXX 

光标， 确认。

Measure Up 

或递减修改(循

 

 

作,并返回校准

正系数位置,主机

会有“请接上水分

准器的感温头和

中； 

 

。 

To Norm) 

47  

循环)(0     

准菜单。 

机连续检测

分含量传

和仪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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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准(Measure Up

> 将水浴温度

示对应温度

大,需进行零

> 将水浴温度

测温示值,若
利用公式 K

> 校准完成后

20%、40%
感器测温示

计量校准
 
 
 
 
 
 
 
 
 
 
 

1. 仪器及按键

或

-)； 

同

移

确

2. 校准烟温前

3. 校准前,先设

2015‐07‐09

*  计量校准

采样类型: 

烟    气    温

 

零点修正:X

 

、 修

p To Norm)

度调为 0 ℃左

度传感器测量温

零点修正参数调

度调到对应温度

若与标准不符

K 修=K 原×T 标

后,将水浴温度分

%、60%、80%
示值校对。 

准 --烟温

键操作 

或 光标

同一设置参数中

移动光标至下一

确认、贮存设置

前,需先校准机温

设置采样类型

9 Mon 23:20:40

准  ‐‐烟温校准

1      (1.烟尘  

温    度  Ts: XXX

XXXXX    修正系

修改， 、

右(以标准器的

温度值,若显示值

调节操作； 

度传感器量程范

合(不在仪器技

标÷T 仪修改此

分别调至对应温

%、95%等点,

校准 

标闪烁位数据递

中移动光标(循环

一设置参数(循环

置参数,结束此屏

温作参比； 

(烟尘),再对应接

0 30.5℃ 

* 

  ) 

XX  ℃ 

系数:XXXXX 

移光标， 确

的示值为准),仪
值与标准器的

范围的 75%,观
技术指标内),需
此参数； 

温度传感器量

分别与仪器主

递增或递减修改

环)； 

环)； 

屏操作,并返回

接上热电偶；

确认。

器主机自动显

显示值偏差较

观察仪器主机

调节修正系数

程范围的

机对应温度传

改(循环)(0    

校准菜单。 

,

 



7.

4. 

5. 

6. 

> 

> 

> 

> 

.7. 计
 
 
 
 
 
 
 
 
 
 
 

1. 

Y

修

零点修正参数

若传感器未接

烟气温度校准

用电位差计(简
入仪器主机面

仪器主机自动

显示值(T 标=T
调节操作至示

将标准器的输

主机测温示值

系数,利用公式

校准完成后,将
mV(100℃+ T
12.207 mV(30
等点(T 标< 40
mV(500℃+ T
33.277 mV(80
度)。 

计量校准 

仪器及按键操

或 
Yes.)； 

同一设

*  计量校准  ‐‐

设置抽气流量

 

测量抽气流量

 

修正系数:XXXX 

、 修改，

7

数首位为符号位

接,不显示测量示

准步骤(热电偶测

简称标准器)作标

面板上的温度插

显示对应毫伏

T 毫伏 + T 环境

示值为 T 环境温

输出调为 12.207
值,若与标准不符

式 K 修=K 原×T

将标准器的输出

T 环境温度)、8
00℃+ T 环境温

08 ℃),分别与仪

T 环境温度)、2
00℃+ T 环境温

--流量校

操作 

光标闪烁

设置参数中移动

‐流量校准  *

量  Qd: 25.0 L/m

量  Qr: 25.0 L/mi

                调零

、 移光标

7 计量校准(M

位； 

示值； 

测量可参照热电

标准,将标准器

插座的烟温对应

伏值的测量温度

境温度)偏差较

温度； 

7 mV(300 ℃
符合(不在仪器技

T 标÷T 仪修改此

出分别调至 0 m
8.137 mV(200
温度)、16.395 
仪器主机对应测

24.902 mV(600
温度)、48.828

校准 

烁位数据递增或

动光标(循环)；

in 

n 

零? No. 

标， 确认。

Measure Up 

电偶温度仪表检

器的输出调为 0 
应引脚(1+、2-)；

度值,若显示值与

较大,需进行零点

+ T 环境温度)
技术指标内),需
此参数； 

mV( T 环境温度

℃+ T 环境温度

 mV(400℃+ T
测温示值校对

0℃+ T 环境温

8 mV(1200℃+

或递减修改(循

 

To Norm) 

49  

检定规程) 

mV 后,接
； 

与标准器的

点修正参数

),观察仪器

需调节修正

度)、4.095 
度)、
T 环境温度)
；20.640 

温度)、
 T 环境温

循环)(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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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准(Measure Up

移

当

此屏操作,并
泵 4 秒钟后

屏操作。 

2. 校准流量前

3. 进入上屏操

L/min(5.0～

4. 流量校准步

> 用标准流量

烟尘采样进

> 首先进行调

> 调零操作后

术指标内)
参数； 

> 校准完成后

45L/min、
测量示值校

计量校准
(其连接参照烟

1. 主机将判断

 
 
 
 
 
 
 
 
 
 

- 仪器及按键

*  计量

(*  计量

(*  计量

(*  计量

 

（请

p To Norm)

移动光标至下一

当调零设置为“N
并返回校准菜单

后,自动进行传感

前,需先校准计温

操作,自动开烟尘

～60.0 L/min 可

步骤(可参照流

量计(简称标准

进气嘴连接上；

调零操作； 

后,观察仪器主机

,需调节修正系

后,将设置流量

60L/min 等点

校对。 

--氧 O2、
烟气分析部分说

断烟气传感器的

键操作 

量校准  ‐‐氧  O2

量校准  ‐‐硫  SO

量校准  ‐‐碳  CO

量校准  ‐‐氮  NO

请接上烟气分析

请按任意键

一设置参数(循环

No.”时,确认、贮

单；当调零设置

感调零,传感调

温和计压,并输

尘泵,初始设置

可调)； 

量仪表检定规

器)作标准,将标

 

机测量示值,若
系数,利用公式K

量分别调至 6.0
,分别将标准器

、硫 SO2
说明,若未扩展的

的连接,若未接仪

2  校准  * 

O2  校准  *) 

O  校准  *) 

O  校准  *) 

析传感器!）

键返回! 

环)； 

贮存设置参数,关
置为“Yes.”时,确

调零结束后,自动

输入大气压力作

置恒流流量为 2

程) 

标准器与仪器主

若与标准不符合

K修=K原×Q标

0L/min、15L/m
器的显示值与仪

2、碳 CO
的传感器,无相

仪器显示如下

关烟尘泵,结束

确认后,关烟尘

动返回,继续上

作参比； 

25.0 

主机面板上的

合(不在仪器技

标÷Q仪修改此

min、30L/min
仪器主机对应

、氮 NO 
应操作) 

： 

尘

此

、

 



 

2. 

 
 
 
 
 
 
 
 
 
 
 

3. 

 
 
 
 
 
 
 
 
 
 
 

或 

或 

氧 O2 校准 

二氧化硫 SO2

2015‐07‐09

*  计量校准

请抽入标准

 

 

零点修正:X

、 修

2015‐07‐09

*  计量校准

 

二氧化

 

零点修正:X

、 修

7

或 

结束此

2 校准 

 

9 Mon 23:20:40

准  ‐‐氧  O2  校

准气体校准! 

含氧量  O2: X

XXXXX 

修改， 、

9 Mon 23:20:40

准  ‐‐硫  SO2  校

请抽入标准气

化硫含量  SO2’

XXXXX 

修改， 、

7 计量校准(M

或 

此屏操作,返回校

0 

准  * 

XX.X % 

修正系数:XXX

移光标， 确

0 

校准  * 

气体校准! 

:XXXXXXmg/m3

修正系数:XXX

移光标， 确

Measure Up 

校准菜单。 

XXX 

确认。

3 

XXX 

确认。 

To Norm)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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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Measure Up

4. 一氧化碳 

 
 
 
 
 
 
 
 
 
 
 
 

5. 一氧化氮 

 
 
 
 
 
 
 
 
 
 
 
 

- 仪器及按键

或

-)； 

同

一设置参数

确

菜单。 

2015‐0

*  计量

 

一

零

、

2015‐0

*  计量

一

零

、

p To Norm)

CO 校准  

NO 校准 

键操作 

或 光标

同一设置参数中

数(循环)； 

确认、贮存设置

07‐09 Mon 23:2

量校准  ‐‐碳  CO

请抽入标

一氧化碳含量

零点修正:XXXXX

修改， 、

07‐09 Mon 23:2

量校准  ‐‐氮  NO

请抽入标

一氧化氮含量

零点修正:XXXXX

修改， 、

标闪烁位数据递

中移动光标(循环

置参数,关烟气泵

20:40 

O  校准  * 

标准气体校准!

CO’:XXXXXXmg

 

修正系数:X

移光标，

20:40 

O  校准  * 

标准气体校准!

 

NO’: XXXXXmg

 

X    修正系数:X

移光标，

递增或递减修改

环)； 移

泵,结束此屏操作

g/m3 

XXXXX 

确认。 

g/m3 

XXXXX 

确认。 

改(循环)(0    

移动光标至下

作,并返回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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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上屏操作,自动开烟气泵； 

- 零点修正参数首位为符号位； 

- 校准步骤(校准流量为 0.8 L/min) 

● 用标准气体(简称标气)作标准,将标气装置与仪器烟气分析传

感器进气嘴连接上； 

● 仪器主机显示测量值,首先通入零点校准气(高纯氮 99.99%)调
整仪器的零点,进行零点修正参数调节操作,使仪器主机示值为

零； 

● 调零操作后,通入传感器量程上限 50%～60%浓度的标气,观察

仪器主机测量示值,若与标气浓度值不符合(不在仪器技术指标

内),需调节修正系数,利用公式 K 修=K 原×C 标÷C 仪修改此参

数,使仪器主机示值与标气浓度值一致,连续重复测定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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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护 

仪器维护
> 所有电缆的

> 所有传感器

传感器量程

范围在其定

 
 
 
 
 
 
 
 
 
 
 

1. 仪器及按键

或

或

2. 传感器一旦

3. 当开烟尘泵

障!”交替(4

4. 烟气分析传

学传感器；

5. 接错压力传

6. 预测选嘴、

动压传感器

7. 测水分含量

很容易造成

*  传感

流量:X

计压:X

机温:X

湿压:X

碳 CO:X

PX14:X

护 
的连接必须在仪

器须在其规定的

程范围参照仪器

定货时规定,传感

键操作 

或 或

或 结束

旦超载,仪器将中

泵检测无流量时

4s)显示的操作

传感器超载,将开

 

传感器的气嘴,很

烟尘采样时,动
器超载； 

量、烟尘采样、

成计压传感器超

 

感器超载、故障

XX    动压:X

XX    计温:X

XX    干温:X

XX    氧 O2:

XX   氮 NO

XX    超载=

请卸载!断

仪器主机未通电

的量程范围内加

器技术指标,热
感器一旦超载

或 

束此屏操作,转至

中断一切操作

时,在操作提示栏

提示； 

开烟气泵,用户

很容易制造压力

动压导压管若单

流量检测等烟

超载。 

障  Over Limit *

XX    全压

XX    烟温

XX    湿温

:XX    硫 S

:XX     

=>(*!) 

断电检查! 

电的状态下进行

加载。 

电偶和电化学

,仪器将及时报

至仪器重新开

,并在该传感器

栏会有“抽气泵

户须让仪器抽空

力传感器超载

单管脱落或折堵

烟尘泵抽气时,

压:XX 

温:XX 

温:XX 

SO2:XX 

行。 

传感器的量程

报警,显示如下：

机。 

器栏显示“*！”；

泵流量传感故

空气清洗电化

； 

堵,很容易制造

导气管折堵,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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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过滤器的更换 

仪器主机的各压力气嘴至压力传感器之间装有过滤器,若变赃、变黑应

予更换。 

仪器气路的清洁 

仪器主机气路的进气嘴装有不锈钢纱网(包括电磁阀旁通气路),若集

结有灰尘应予清理。 

仪器主机充电 

仪器主机每隔 30 天,应保证累计通电开机 24 小时,主机会自动充电；

电化学传感器部分的充电参考其说明。 

电化学传感器的更换 

根据使用频率和所测污染物浓度,传感器至使用寿命应予更换。 

烟尘泵电机碳刷的更换 

当烟尘泵累积使用 600 小时,应予更换烟尘泵电机碳刷一次。 

打印机更换打印纸 

打印机的打印纸用完应予更换。 

仪器主机校准参数 

仪器主机内的校准参数在其有效期内不得任意修改,否则影响测量准

确度,经重新计量校准的参数应按操作输入仪器主机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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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9.1. 附录 A  仪器计算公式 
 

9.1.1. 计算排气中水分含量 

PsBa

PbBaTbTaPbv
Xsw





)()(00067.0

 
式中： 

Xsw —— 排气中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 

Pbv —— 温度为 Tb 时饱和水蒸气压力(根据 Tb 值,由空气饱和时水

蒸气压力表中查得),Pa； 

Ta —— 干球温度,℃； 

Tb —— 湿球温度,℃； 

Ba —— 大气压力,Pa； 

Pb —— 通过湿球温度计表面的气体压力,Pa； 

Ps —— 测点处排气静压,Pa。 

9.1.2. 计算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排气的静压 
Ps = P–(Kp)2×Pd 

式中： 

Ps —— 排气的静压,Pa； 

P —— 排气的全压,Pa； 

Kp —— 皮托管修正系数； 

Pd —— 排气动压,Pa。 

9.1.3. 计算烟道内排气的平均静压 

n

Psi
sP

n

i

 1

 
式中： 

sP  —— 排气的平均静压,Pa； 

Psi —— 第 i 测点的排气静压,Pa； 

n —— 测点的总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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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计算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排气的密度 

101330

273

273






Ts

PsBa
nS 

 
式中： 

ρS —— 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湿排气的密度,kg/m3； 

ρn —— 标准状态下湿排气的密度,kg/m3(推荐值：1.340 kg/m3)； 

Ba —— 大气压力,Pa； 

Ps —— 排气的静压,Pa； 

Ts —— 排气温度,℃。 

9.1.5. 计算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排气的流速 

S

Pd
KpVs





2

 
式中： 

Vs —— 湿排气的流速,m/s； 

Kp —— 皮托管修正系数； 

Pd —— 排气动压,Pa； 

ρS —— 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湿排气的密度,kg/m3。 

9.1.6. 计算烟道内排气的平均流速 

n

Vsi
sV

n

i

 1

 
式中： 

sV  —— 湿排气的平均流速,m/s； 

Vsi —— 第 i 测点湿排气的流速,m/s； 

n —— 测点的总数目。 

9.1.7. 计算烟道内排气的平均动压 

2

2

)(2

)(

Kp

sV
dP S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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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 排气的平均动压,Pa； 

sV  —— 湿排气的平均流速,m/s； 

S  —— 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湿排气的平均密度,kg/m3； 

Kp —— 皮托管修正系数。 

9.1.8. 计算烟道内排气的平均温度 

n

Tsi
sT

n

i

 1

 
式中： 

sT  —— 排气的平均温度,℃； 

Tsi —— 第 i 测点排气的温度,℃； 

n —— 测点的总数目。 

9.1.9. 计算工况下的湿排气流量 

sVFQs  3600  
式中： 

Qs —— 工况下湿排气流量,m3/h； 

F —— 测定烟道断面面积,m2； 

sV  —— 测定烟道断面的湿排气平均流速,m/s。 

9.1.10. 计算标准状态下干排气流量 

)1(
101330

273

273
Xsw

sT

sPBa
QsQsn 





 

式中： 

Qsn —— 标准状态下干排气流量,m3/h； 

Qs —— 工况下湿排气流量,m3/h； 

Ba —— 大气压力,Pa； 

sP  —— 排气的平均静压,Pa； 

sT  —— 排气的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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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w —— 排气中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 

9.1.11. 计算选择采样嘴 

sV

Q
d d




0471.0

'

 
式中： 

d —— 采样嘴直径,mm； 
'
dQ

 —— 预置等速采样流量,L/min(仪器设置：25.0 L/min)； 

sV  —— 测定烟道断面的湿排气平均流速,m/s。 

9.1.12. 计算等速采样的流量 

)1(
Pr

273

273
0471.0 2 Xsw

Ba

Tr

Ts

PsBa
VsdQd 









 

式中： 

Qd —— 计算等速采样流量,L/min； 

d —— 采样嘴直径,mm； 

Vs —— 湿排气的流速,m/s； 

Ba —— 大气压力,Pa； 

Ps —— 排气的静压,Pa； 

Ts —— 排气温度,℃； 

Pr —— 流量计前气体压力,Pa； 

Tr —— 流量计前气体温度,℃； 

Xsw —— 排气中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 

9.1.13. 计算等速(恒流)流量跟踪精度 

Qd

Qr
Z 

 
式中： 

Z —— 等速(恒流)流量跟踪精度； 

Qr —— 实际测量采样流量,L/min； 

Qd —— 计算等速或设定恒流采样流量,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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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4. 计算平均采气的流量 

n

Qri
rQ

n

i

 1

 
式中： 

rQ  —— 平均采气的流量,L/min； 

Qri —— 第 i 测点的实际测量采气流量,L/min； 

n —— 测点的总数目。 

 

9.1.15. 计算平均流量计前气体压力 

n

i
rP

n

i

 1

Pr

 
式中： 

rP  —— 平均流量计前气体压力,Pa； 

Pri —— 第 i 测点的流量计前气体压力,Pa； 

n —— 测点的总数目。 

9.1.16. 计算平均流量计前气体温度 

n

Tri
rT

n

i

 1

 
式中： 

rT  —— 平均流量计前气体温度,℃； 

Tri —— 第 i 测点的流量计前气体温度,℃； 

n —— 测点的总数目。 

9.1.17. 计算干排气采气体积 

60

trQ
V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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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干采气体积,L； 

rQ  —— 平均采气的流量,L/min； 

t —— 采样时间,s。 

9.1.18. 计算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 

101330

273

27360









rT

rPBatrQ
Vnd

 
式中： 

Vnd —— 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L； 

rQ  —— 平均采气的流量,L/min； 

t —— 采样时间,s； 

Ba —— 大气压力,Pa； 

rP  —— 平均流量计前气体压力,Pa； 

rT  —— 平均流量计前气体温度,℃。 

9.1.19. 计算颗粒物的浓度 

310' 
Vnd

m
C

 
式中： 

C＇ —— 颗粒物实测浓度,mg/m3； 

m —— 采样所得的颗粒物量,mg； 

Vnd —— 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L。 

9.1.20. 计算在锅炉额定出力情况下颗粒物的排放浓度 
Ce = Ke×C′ 

式中： 

Ce —— 在锅炉额定出力情况下颗粒物的排放浓度,mg/m3 

C＇ —— 颗粒物实测浓度,mg/m3； 

Ke —— 锅炉出力影响系数。 

9.1.21. 计算实测过量空气系数 

221

21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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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 —— 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O2 —— 排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数,%。 

9.1.22. 计算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折算排放浓度 


 '

'CC
 

式中： 

C —— 折算成过量空气系数为 α时的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浓

度,mg/m3； 

C＇ ——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的实测排放浓度(颗粒物的实测排放

浓度为在锅炉额定出力情况下颗粒物的排放浓度),mg/m3； 

α＇ —— 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α —— 有关排放标准中规定的过量空气系数。 

9.1.23. 计算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率 
610'  QsnCG  

式中： 

G ——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率,kg/h； 

C＇ ——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的实测排放浓度(颗粒物的实测排放

浓度为在锅炉额定出力情况下颗粒物的排放浓度),mg/m3； 

Qsn —— 标准状态下干排气流量,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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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附录 B  打印数据说明 
 

采样烟尘打印结果 

各参数定义如下： (此为全参数打印) 

Date: 采样日期、时间； 
Ba: 大气压力,Pa； 
Kp: 皮托管修正系数； 
D: 测定圆形烟道断面直径,m； 
L: 测定矩形烟道断面长,m； 
W: 测定矩形烟道断面宽,m； 
H: 测定烟道采样口距内壁厚度，m； 
F: 测定烟道断面面积,m2； 
n: 采样测点的总数目(“x”左侧为单孔采

样测点数,“x”左侧为采样孔数)； 
d: 采样嘴直径,mm； 
Pd: 烟道排气动压,Pa； 
P: 烟道排气的全压,Pa； 
Ts: 烟道排气温度,℃； 
Ps: 烟道排气的静压,Pa； 
Vs: 烟道湿排气的流速,m/s； 
ρS: 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湿排气的密

度,kg/m3； 
Qs: 工况下烟道湿排气流量,m3/h； 
Qsn: 标准状态下烟道干排气流量,m3/h； 
Tr: 流量计前气体温度,℃； 
Pr: 流量计前气体压力,Pa； 
Qd: 计算等速/设定恒流采样流量,L/min； 
Qr: 实际测量采样流量,L/min； 
Z: 等速(恒流)流量跟踪精度； 
t: 采样时间,min,s； 
V: 干采气体积,L； 
Vnd: 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L； 
Xsw: 烟道排气中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 
O2: 烟道排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数,%； 
m: 采样所得的颗粒物量,mg； 
C＇: 颗粒物实测浓度,mg/m3； 
SO2＇: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mg/m3； 
CO＇: 一氧化碳实测浓度,mg/m3； 
NO＇: 一氧化氮实测浓度,mg/m3； 

 

烟尘采样测试结果 

******************************
**** 

Date:          2015年 09月 20日  01:32 

设置测算参数 

Ba: 101.32 kPa  Kp: 0.840 
L : 0.500 m  W : 0.500 m 
(D : 0.500 m) 
H : 0.150 m  F : 0.250 m2 
(H : 0.150 m  F : 0.196 m2) 
n : 2x2  d : 6 mm 
Pd: 179 Pa  P : ‐17.54 kPa 

Ts: 100  ℃  Ps: ‐17.67 kPa 

Vs: 17.67 m/s  ρS: 0.810 kg/m3 
Qs: 15903.000 m3/h Qsn: 9128.193 m3/h 

Tr: 26.7  ℃  Pr: ‐25.67 kPa 

Qd: 25.3 L/min  Qr: 25.7 L/min   
Z : 1.016  t : 60 min 00 s   
V : 1542.0 L  Vnd: 1048.7 L 
Xsw: 5.00 %  O2: 11.6 % 

排放浓度 
m : 355.55 mg 

C＇: 339.04 mg/m3  SO2＇: 100 mg/m3 

CO＇: 150 mg/m3  NO＇: 200 mg/m3 

折算排放浓度 
Ke: 1.00  Ce: 339.04 mg/m3 

α: 1.7  α＇: 2.23   

C : 444.74 mg/m3  SO2 :131.18 mg/m3 
CO: 196.76 mg/m3  NO: 262.35 mg/m3 

排放率 

Gc : 3.095 kg/h  Gso2:0.913 kg/h 
Gco: 1.369 kg/h  GNO: 1.826 kg/h 

******************************

**** 

数据库编号: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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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类型烟道采样(如第七章 4-4 所提)所得用户自行平均处理的

数据或由其它仪器采样测量的参数,用户可手动输入数据库统一

管理。 

步骤如下： 

1. 在设置参数操作中可输入大气压力 Ba、皮托管修正系数 Kp、水

分含量 Xsw、烟气温度 Ts,并确认； 

2. 在计算测点操作中可输入烟道断面类型、面积 F、壁厚 H、采样测

点 n 和采样孔数等烟道数据,并确认； 

3. 在运行采样操作中可输入采样编号、滤筒编号、采样类型(烟尘)、
采样嘴直径 d、采样测点 n 和采样孔数，采样方式(若为恒流采样,
输入设定恒流采样流量 Qd)，确认后退出采样； 

4. 在计量校准密码输入操作中,输入密码[0149]后确认,可进入输入采

样编号、采样时间 t、采样日期 Date、静压 Ps、流速 Vs(带动调

节动压 Pd)、计前温 Tr、计前压 Pr、实际采样流量 Qr 等量的操

作,所有量的变化自动按标准公式计算并互动调整,确认后可在查

询打印操作中调用(以上若有重复的输入参数,在任何一步输入即

可)。 

 

9.3. 附录 C  有关标准部分摘录 
仪器烟尘采样方法可按 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

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的规定进行。 

GB 13271-9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如下： 

5.2 本标准中烟尘和烟气黑度的监测方法按 GB 5468 规定执

行。 

测定锅炉烟尘排放浓度时,过量空气系数α超过1.8的,应换

算为 α等于 1.8 时的烟尘浓度；测定锅炉初始排放烟尘浓度

时,过量空气系数 α 超过 1.7 的,应换算为 α 等于 1.7 时的

烟尘浓度。 

GB 9078-1996《工业窖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如下： 

5.2 实测的工业炉窖的烟(粉)尘、有害污染物排放浓度,应

换算为规定的掺风系数或过量空气系数时的数值： 

冲天炉(冷风炉,鼓风温度≤400 ℃) 掺风系数规定为 4.0； 

冲天炉(热风炉,鼓风温度＞400 ℃) 掺风系数规定为 2.5； 

熔炼炉、铁矿烧结炉按实测浓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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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3223-1996《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如下： 

4.2.6 实测的烟尘排放浓度,应按下式换算过量空气系数 α
为 1.7 或 1.4 时的浓度值： 
… 
α——标准值对应的过量空气系数,对第Ⅰ、Ⅱ时段,α= 1.7；
对第Ⅲ时段,α= 1.4； 

GB 5468-91《锅炉烟尘测试方法》规定如下： 

3.3 在用锅炉烟尘排放浓度的测试,必须在锅炉设计出力 70％

以上的情况下进行,并按锅炉运行三年内和锅炉运行三年以

上两种情况,将不同出力下实测的烟尘排放浓度乘以表 1 中

所列出力影响系数 K,作为该锅炉额定出力情况下的烟尘排

放浓度,对于手烧炉应不低于两个加煤周期的时间内测定。 

 

表 1 

锅炉实测出力占

锅炉设计出力的

百分数,％ 

70~

＜

75 

75~

＜

80 

80~

＜

85 

85~

＜

90 

90~ ＜

95 
≥95 

运行三年内的出

力影响系数 K 

1.

6 

1.

4 

1.

2 

1.

1 
1.05 1 

运行三年以上的

出力影响系数 K 

1.

3 

1.

2 

1.

1 
1 1 1 

 

 

以上未摘录的情况,请按有关标准、规范等规定的条文进行；

若以上标准内容不全,请查看标准原文；若以上标准被修改

或替代,请按 新发布标准中规定的条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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