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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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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为了对有害气体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测&避免长期处于有害气体的环境中从而对人员健康产生危

害&针对目前国产气体检测仪最小检测浓度过高'响应时间过长'检测误差较大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
J8B$"

的手持式气体检

测仪$主要从内部硬件设计以及软件设计两个方面完成了手持式气体检测仪的设计&硬件方面的主控芯片选择
J8B$"Y&#$

芯

片&软件方面基于嵌入式系统开发实现对于
.̀S

气体'温度'大气压力的测量'显示'数据存储以及数据分析&主要利用
S

语

言来实现其功能$通过对整个检测仪系统的调试&证明这一系统能够对
&##

77

W

以下气体浓度进行响应'响应时间能够小于
"#R

'

检测误差能够小于
'gYJ

$本气体检测仪除了普通环境的气体浓度监测&还能应用在有气体泄漏或空气质量要求的化学'工业'

农业'动植物培育等场景%

关键词!泄漏监测$

J8B$"

$

.̀S

气体$气体检测$手持式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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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进步'国家的不断发

展&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人造垃圾也在危害着我们的生

存环境&对人们的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

&

)

%例如由于

化工垃圾造成的可燃气体排放'由于新房装修造成的屋内

甲醛超标等问题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

)

%我们可以常常从新

闻中看到由于矿井由于易燃易爆气体过多造成安全事故&

场面令人不忍直视&也正是这些悲惨的画面不断提醒着人

们关于监测危险气体浓度的重要性&人们也只有做到对于

气体浓度的实时监测才能避免事故的一再发生(

$

)

%

在安全事故时常发生的背景之下&全世界各大领域及高

校也越来越关注气体检测这一领域&但由于各种原因&成功

设计出的仪表始终存在着部分缺陷&例如检测气体的单一

性'响应时间较慢'检测精度不高等问题时常出现&这也就

激励着全世界的科研人员不断对这一领域进行开发%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仪器仪表的发展也在不断进步&

人类的日常生活及日常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智能仪器仪表

的使用&同样地&仪器仪表的不断改进和优化也在推动着

科技的进步%在工业生产场合或者新装修家居中我们常常

遇到需要判断环境内某一气体的含量&这也就用到了气体

检测仪%顾名思义&气体检测仪能够通过气体传感器检测

到对应气体浓度&再通过主控芯片进行信号调理及数据处

理&最后实现气体浓度数据的显示和存储&从而实现对于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的实时监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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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检测仪从使用方法上大致可分为四类&分别是便携

式'手持式'固定式以及在线实时式&从使用场合又可大体

分为两类&分别为家用式和工用式&家用式气体检测仪主要

用来监测房间内空气质量&工用式主要用在煤矿'冶金'油

井等产业&用以监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

'

)

%

在
"#&)

年以后&气体检测仪行业在我国发展速度加

快'趋势良好&行业领头羊企业营业收入普遍能达到
&#

亿

元以上&而且能保持每年三成的增长速度%从盈利状况来

看&收益率约为七成&毛利与营业收入之比能够达到两成

以上&整体来看较为稳定%从售价来看&各个产品之间的

售价差距较大&最高可达
"####

元左右&最低却只有
"##

元左右&究其主要原因是原材料的使用不同&而随着我国

对气体监测仪器仪表这一行业的越来越重视&技术也就会

越来越完善和普及&生产成本便会一同缩水&产品的价格

也会趋于稳定和平均%

在国外气体检测仪市场中&主要有以下几家生产商&分

别是来自德国的
-NT

F

AN;̂

公司'来自加拿大的
;4N6AR6

8A1D2?K?

F

4AR/21

公司'来自美国的
O?2A

E

@AKK/26AN2T64?2TK

/21

公司等%这些国外气体检测仪生产商的产品按照监测气

体不同可以分为针对易燃易爆气体'有毒有害气体'空气质

量检测'空气氧气含量检测等几类产品%按照供应领域的不

同可使用在冶金'炼油'煤矿'汽车制造'室内等场合(

+

)

%

对比国外气体检测仪领头羊企业&国内生产的气体检

测仪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不高'设备质量低下'产

品性能不达标'使用年限较短'外观不够灵巧易用等方面&

而相对的&国外生产的气体检测仪平均价格也会比国内高

十几倍%

虽然就目前国内气体检测仪生产市场来看&新兴厂家

数量每年都会快速增长&但与国外用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

始终保持着合作'代售的关系&也就是我国暂时并不能独

立生产出符合国际顶尖水平的气体检测仪&国内对于这一

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缓速前进的状态%因此&在全国对于

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气体检测仪越来越离不开人们的生

活和工作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科研工作者们加快对于国

外先进技术的学习&针对国内实际使用环境做出适合国内

市场的改进和创新&研制出性能稳定'使用方便'故障率

低的气体检测仪器仪表(

)

)

%

针对目前国产气体检测仪最小检测浓度过高'响应时

间过长'检测误差较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于传感器的选

型'气体浓度算法的改进&设计了一款基于
J8B$"

的手持

式气体检测仪%

C

!

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

CDC

!

系统结构框图

整个系统以
J8B$"

芯片为核心处理器&由主控模块'

传感模块'信号采集模块'存储模块'电源模块'人机交

互等部分构成了整个系统&并在外部设计了充电口'数据

采集口'上位机连接口%气体检测仪系统框图如图
&

所示%

图
&

!

气体检测仪系统框图

CDE

!

系统工作原理

首先&被测气体通过扩散式气体检测仪预留的扩散口

流入气体检测仪内部&通过与气体传感器充分接触&将检

测到的气体浓度信息通过处理传输至
J8B$"

核心处理器&

另外通过温度'湿度'气压传感器将温度'湿度'气压信

号通过
//S

接口传输至
J8B$"

中进行处理&同时&气体检

测仪外部也预留了其他传感器的接口%经过处理的信号再

通过
GS-

液晶显示器显示出被测气体'温湿度和气压的具

体参数%另外&可以通过外部按键输入和液晶显示两部分

完成人机交互功能&实现人工操作和测量结果的显示%检

测仪配有
=J>

接口方便利用该接口对进行数据的提取和查

看&还留有充电接口方便气体检测仪的续航使用%

E

!

系统设计要求

EDC

!

系统功能要求

室内有机气态物质的英文缩写是
.̀S

!

?̀KT64KA.N

F

T241

S?U

7

?I2VR

"&而
8̀ .S

是对各种各样的
.̀S

总和的统称&

这种气体作为室内空气质量最严重的一种&

.̀S

由于其在大

气压下的易挥发性&其气体对人体有较强的刺激性&甚至有

致癌的严重后果%因此&本系统设计的气体检测仪目的在于

监测室内
.̀S

气体浓度&经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将其显

示在
GS-

屏幕上&并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存储(

(

)

%

EDE

!

气体检测仪设计要求

&

"监测环境*根据室内空气监测的采样要求可知&采

样点应避免接近通风口&距离墙壁的距离应大于半米&高

度应与人类的平均呼吸高度一致&约为
&

"

&Z'U

左右$

"

"监测对象*一定范围内的
.̀S

气体$

$

"检测误差*

%

'gYJ

$

,

"响应时间*

%

"#R

$

'

"气体最小检测浓度*根据国家颁布的 2住宅设计规

定3&室内建筑中
8̀ .S

的含量需
%

#Z'U

F

.

U

$

!

&

$(+Z)

77

W

"&因此设计气体检测仪的最小检测浓度需小于
&##

77

W

$

F

!

系统硬件设计

FDC

!

系统组成部分

本系统的设计初衷是能够设计出一种能够同时监测室

内
.̀S

气体浓度含量'温湿度'气压的多功能手持式气体

检测仪&同时通过
GM-

屏幕将各个参数显示出来&从而供

用户判断室内空气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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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J8B$"Y&#$S+8+

引脚电路图

本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模块&分别为主控

模块'传感模块'存储模块'电源模块'人机交互模

块'显示模块%主控模块以
J8B$"

芯片作为核心处理

器&设计以其为核心的最简电路&同时也包含复位电

路和晶振部分$传感模块主要包括气体浓度传感器及

其传感模块电路&方便其将数字信号通过
//S

接口传

输至核心处理器$存储模块通过
MM9\.B

存储器将

监测到的气体浓度'温湿度'气压数据保存下来&可

通过预留的
=J>

接口进行查看$电源模块通过可充电

的锂电池对整个系统供电&并通过电压转换芯片将电

源电压调整至各个模块额定使用电压$人机交互模块

和显示模块可通过按键查看气体检测仪的实时数据&

同时通过
GS-

液晶显示屏实现气体浓度的可视化&实

现包括阈值调整'报警取消等功能%

FDE

!

主控模块

对于 核 心 处 理 器 的 选 型& 本 系 统 选 择 了

J8B$"Y&#$S+8+

&这是一款
$"

位性能较高的微控制

单元&其中集成了
)"BOC

的
;\BS?N6AXB$

内核&

这款核心处理器一共具有
,(

个引脚&程序内存的闪存

容量为
$"b>

&随机存储内存大小有
+b>

&拥有
$)

个

增强型通用
/

.

.

端口和两条能够与
;9>

总线相连的外

设%该核心处理器提供了两个十二位的模数转换器'

$

个
&+

位定时器和一个
9[B

定时器&有两个
//S

接

口&典型工作电压为
"Z#`

至
$Z$`

(

%

)

%

在绘制微控制器硬件电路时&在
(

和
%

引脚'

"$

和
",

引脚'

$'

和
$+

引脚'

,)

和
,(

引脚之间&也就是电源和地

之间都分别连接了一个大小为
&##2Y

的电容&以此来屏蔽

高频的交流信号&使得引脚连接的电源电压更为稳定%芯

片进行复位操作之后从哪个位置运行程序取决于 /

>..8#

0

和 /

>..8&

0两个引脚复位时的电平高低&这两个引脚需

要下拉一个大小为
&#3

的电阻&以此避免核心处理器烧坏%

总的来说这款微处理器该芯片性能强大'运行稳定'

尺寸较小&完全符合本系统对于微处理器的要求%图
"

为

J8B$"Y&#$S+8+

引脚电路图(

&#

)

%

FDF

!

传感模块

在传感模块元器件的选型中&本系统选择
STUWN4V

F

A

SB.JJA2R?NR

公司生产的
SSJ(&&

作为
.̀S

气体浓度传

感器&这种传感器集成模数转换功能的数字传感器&并通

过
//S

接口与核心处理器进行数据传输&而且这
$

种传感器

都具有功耗低'尺寸小'外围电路简单'传输速度块'稳

定性高的优点&完全符合本系统对于传感器的要求(

&&

)

%

SSJ(&&

这款气体传感器拥有十个引脚和一个焊盘&

SS;(&&

支持
//S

接口通信&其十六位
//S

地址位可配置成

#i';

和
#i'>

两种&可根据引脚的高低电平控制其地址

位&当传感器 /

;--\

0引脚电平低时&则对应地址位
#i

';

&当传感器 /

;--\

0引脚电平高时&则对应地址位
#i

'>

(

&"

)

%

SSJ(&&

的第二个引脚 /

2\MJ8

0引脚是可选复位

引脚&一般与核心处理器的 /

*:8\J8

0引脚相连接&为了

防止由于外部噪声造成的异常复位&可以将该引脚连接一

个上拉电阻%当
SSJ(&&

与微控制单元相连接时& /

J-;

0

和 /

JSG

0引脚分别与微控制单元的
//S

数据线和时钟接口

相连接&为了加强抗干扰能力&并分别上拉了一个
,Z)3

电

阻至电源电压%/

/:8

0引脚是需要中断时连接%/

JM:JM

0

引脚和 /

9[:

0引脚需相连并分别上拉一个电阻至电源&

/

-̀-

0引脚是
SSJ(&&

的内部工作电压&可直接与电源相

连%/

;=<

0引脚是可选引脚&可利用外部热敏电阻感受周

围温度&如果不需要使用则可不连接%位于传感器底部的

裸焊盘 /

MX

7

?RAV9TV

0直接接地%图
$

为气体浓度传感器

电路图(

&$

)

%

图
$

!

气体浓度传感器电路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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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
.̀S

气体检测仪中&

SSJ(&&

气体检测精度较

高&达到
&

77

W

级别&这款气体传感器的检测目标是
.̀S

气体&

.̀S

气体浓度的检测范围是
#

"

&&()

77

W

&响应时

间较快&达到
&R

左右&尺寸也是较小的&仅有
,Z#UUi

"Z)UU

&同时
SSJ(&&

传感器是一款集成度极高的传感器&

是一款数字传感器&其具有
//S

接口&输出
//S

信号&方便

与核心处理器相通信和连接%与其他同类型
.̀S

气体传感

器相比优势明显&而且该产品在市场上较为成熟&在科研

中的使用也已经成熟&所以本系统选择
SSJ(&&

这一款气体

传感器作为气体检测仪的核心传感器&符合系统设计中对

于响应时间和最小检测浓度的要求(

&,

)

%

FDG

!

存储模块

对于本系统设计的手持式气体检测仪而言&需要储存

较多的数据以实现对历史检测数据的查看&并且必须保证

这些数据不会被遗失&这就要求在设计过程中选择一款

MM9\.B

芯片(

&'

)

%

;8",S#,S

是一款由
;6AUK

公司研制的

得电可擦除存储芯片&该存储器采用两线并行的方式进行

与核心处理器的数据传输&

;8",S#,S

拥有
,3

存储空间&

其内部的数据在断电情况下仍然能够保存超过一百年&其

工作温度范围是
c,#

"

('l

&支持
//S

接口&传输速度高

达
,##3OP

(

&+

)

%这款芯片的外围电路简单&需要与核心处

理芯片的连线数量很少&只需将 /

JSG

0引脚和 /

J-;

0引

脚与核心处理器的
//S

数据线接口和时钟线接口相连接&

/

[9

0引脚是写保护引脚&将其接地以实现对
;8",S#,S

的读写%图
,

为数据存储电路图(

&)

)

%

图
,

!

数据存储电路图

FDH

!

显示模块

O8S&+""

是一款比较常见的
"'+

段的内置储存器的
GS-

驱动芯片&这款芯片额定的工作电压为
"Z,

"

'Z"`

(

&(

)

%内置

\S

振荡器和电阻式偏压发生器&/

G̀S-

0引脚连接大小为

"#3

的电位器以此来调节
GS-

电压&其最大特点是能够通

过驱动多段
GS-

字符&操作温度为
c,#

"

('l

%

O8S&+""

需要与核心处理芯片的连线数量很少&这样有助于缩小电

路板的尺寸&同样也有助于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因此

O8S&+""

十分符合本系统对于
GS-

驱动芯片的要求(

&%

)

%

图
'

为
GS-

驱动模块电路%

FDI

!

供电模块

$Z+Z&

!

系统供电框图

本系统中的主控模块'传感模块'存储模块'人机交

图
'

!

GS-

驱动模块电路

互模块'

GS-

显示模块均需要
$Z$`

的供电电压&由于充

电管理芯片的输出电压为
'`

&因此需要增加一款电压转换

芯片将电压转换至
$Z$`

&以此实现对整个系统的稳定供

电%下图
+

为本系统的供电框图%

图
+

!

系统供电框图

$Z+Z"

!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

锂电池选择
J.:H

公司出品的
&(+'#

锂电池&/

&(

0和

/

+'

0分别表示锂电池的直径和长度为
&(UU

和
+'UU

&/

#

0

表示该电池为圆柱形电池&根据型号不同&可提供
$Z+`

.

,Z"`

的电压&电池容量范围为
""##

"

$+##U;D

&这款电池

具有容量大'使用寿命长'输出稳定性高'安全性高'没有

记忆效应的特点&因此完全符合本系统对于锂电池的要求%

本供电模块中选择
/9'$#+

作为充电管理芯片&这款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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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一共有
(

个引脚和一个焊盘%其中 /

/̀:

0引脚是
'`

充

电输入引脚&连接
'`

的直流输入&/

GM-&

0'/

GM-"

0和

/

GM-$

0引脚为
GM-

驱动引脚&可用来表示电池充电状

态&/

bMH

0引脚是按键输入&是照明灯驱动复用引脚&不

使用可不连接&/

>;8

0是升压输入引脚&一般与锂电池的

正极相连接&/

.̀=8

0是升压输出引脚& /

:̂-

0为芯片

底部的接地焊盘%

/9'$#+

芯片功能强大&包括升压转换器'锂电池充放

电管理'电池充电状态显示等功能&而且其外围电路十分

简单&只需要连接一个电感就能达到升压和降压的目的%

这款芯片的同步升压系统能够输出
"Z,;

的电流&转换效

率高达
%#g

以上&不充电时芯片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静态

电流小于
'#

#

;

%

/9'$#+

的充电电压精度为
k#Z'g

&升压

效率为
%+g

&支持边充电边放电&同时支持
,Z"`

'

,Z$

`

'

,Z$'`

'

,Z,`

电池&具有防止过压'过充'过放'短

路的保护功能&因此这款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符合本系统

设计要求%图
)

为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图%

图
)

!

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图

$Z+Z$

!

电压转换模块

;BJ&&&)

是一款可调'可固定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BJ&&&)

一共含有
$

个引脚&/

:̂-

0引脚接地&/

.̀=8

0

引脚是输出电压&/

/̀:

0引脚是输入工作电压&引脚与地之

间的电容起到滤除杂波的作用%它与传统的三端稳压器的区

别在于
;BJ&&&)

的自耗很低&这款稳压器内部集成了由二

极管'采样电阻'分压电阻等元器件组成的硬件电路&同时

具备防止过压'过温'过放'短路的保护功能&而且拥有延

时安全供电的功能%该稳压器的工作结温的范围是
c,#

"

&"'l

&输出电压为
$Z"+)

"

$Z$$$`

%综上所述&

;BJ&&&)

十

分符合本系统对于稳压器的要求&如图
(

为稳压器电路图%

G

!

系统软件设计

GDC

!

软件框图

本系统的软件部分白用模块化编程的思路&使用
S

语

言对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传感模块'数据处理模块'

存储模块'液晶显示模块和按键模块&从而组成整个系统

软件的编写%图
%

为系统软件总框图%

GDE

!

软件流程图

当气体检测仪启动后&第一步是核心处理器以及各个

图
(

!

稳压器电路图

图
%

!

系统软件总框图

外设的初始化&接着检查电池电量是否满足使用条件&若

不满足则关机&若电量充足则进入下一步&在各个传感器

完成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对整个系统完成自检操作&然后

是数据的处理阶段&判断周围气体浓度是否超过阈值&若

超过则报警&若未超过则继续进行数据采集&等待用户进

行按键操作并按照按键指令执行命令(

"#

)

%图
&#

为系统软件

流程图%

图
&#

!

系统软件流程图

GDF

!

滤波算法

传感器采集的信号经过处理后仍存在干扰噪声&这些干

扰噪声也会被
J8B$"

的
;-S

采集%为了提高测量的精度

和可靠性&针对这些干扰噪声设计了数字滤波程序对采集

到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设计采用滑动平均值滤波%滑动平均值滤波器是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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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通滤波器&其原理是将
.

个
;-S

的采样结果看成一个数

组&数组的长度
.

固定不变&每当
;-S

采样到新的数据

时&新的采样结果会被放入数组的最后一个位置中并丢掉

原来数组的第一个数据&这样在数组中始终保存有
.

个最

新的采样数据%在进行滤波时&取当前队列中的
.

个数据

的平均值得到滤波后的结果%在本系统中
.

的取值为
,

%

图
&&

为滑动平均值滤波的软件设计流程图%

图
&&

!

滑动平均值滤波软件设计流程图

H

!

实验结果与分析

HDC

!

实验目的

验证本气体检测仪是否能达到预先设计要求&最小检

测浓度能否
%

&##

77

W

&响应时间能否
%

"#R

&检测误差能

否
%

'gYJ

%

HDE

!

实验准备

'Z"Z&

!

实验环境

实验环境使用全钢实验室用通风橱
Y=BMO..-

&以

方便实现对于测试环境噪声的滤除和实验与实验之间余留

气体的影响%

'Z"Z"

!

试验用模拟干扰气体

本实验模拟干扰物为
+'

号冷却液&

+'

号冷却液主要组

成部分为乙二醇液体&该液体可在常温状态下微量挥发

.̀S

气体&满足实验中对于检测痕量级气体浓度的要求%

'Z"Z$

!

第三方检测仪

使用
O?2A

E

@AKK59̂ B)$,#

手持式气体检测仪检测

.̀S

气体作为第三方检测&将检测结果作为标准值&与本

系统实际测量结果做对比%

HDF

!

实验步骤及方法

&

"利用通风橱对环境进行通风操作&使用第三方检测

仪对环境进行检测直至环境内气体浓度小于
&##

77

W

后继续

实验$

"

"打开气体检测仪&观察回读数据是否对
&##

77

W

以

下浓度变化有响应以及最小数据变化量$

$

"用
$#UK

注射器注射三滴乙二醇溶液在气体检测仪

周围&同时使用秒表开始计时$

,

"记录下气体检测仪在与危险气体源头距离不同的情

况下&气体浓度达到峰值接着保持稳定所需要的时间&记

录下多次试验的气体浓度监测响应时间并进行比较和分析$

'

"同时使用
O?2A

E

@AKK59̂ B)$,#

第三方气体检测仪

检测
.̀S

气体浓度作为第三方检测&将检测结果作为标准

值&与本系统实际测量结果做对比&分析测试误差$

HDG

!

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
&

为气体浓度测试表&测试了本检测仪的最小检测

浓度&以及同一环境下本系统与第三方检测仪之间的测试

误差%

表
&

!

气体浓度测试表

测试时间.
R

测试值.
77

W

检测仪测

量值.
77

W

相差大

小.
77

W

测量

误差.
g

实验结果

# '% $) "" &!('

合格

' )+ '% &) &!,$

合格

&# &(' &+) &( &!'"

合格

"# )+' )$& $, "!(+

合格

$# (&& )%+ &' &!"+

合格

,# (%' ('+ $% $!"%

合格

'# (#$ ))% ", "!#"

合格

合格观察上述试验数据可知&在霍尼韦尔气体探测仪测

得
.̀S

浓度低于
&##

77

W

时&利用气体检测仪进行实验操

作&本系统探测值普遍低于霍尼韦尔气体检测仪&并且差值

不固定&且无规律性%一方面这是由于霍尼韦尔气体检测仪

与本检测仪使用的传感器原理不同&霍尼韦尔气体检测仪采

用光离子化检测器 !

9/-

"原理&对气体吸入并进行检测$

而本检测仪使用的传感器为金属氧化物传感器&采用扩散式

气体接触检测$主动吸气与被动接触造成探测对象存在差

异&因此探测结果也必然不同%另外&霍尼韦尔气体检测仪

和
SSJ(&&

气体传感器由不同厂家生产&其校准存在差异也

属正常%从上述两种产品的测量范围参数和实际实验数据两

方面观察&无论霍尼韦尔气体探测仪还是本气体检测仪均可

对低于
&##

77

W

浓度的
.̀S

气体做出明显响应&因此&本系

统的气体检测精度能够达到
&##

77

W

以下%

同时通过比较同一环境同一时间点下第三方检测仪与

本气体检测仪对于
.̀S

气体浓度的检测误差 !标准值与测

量值之间的差值与传感器最大检测范围
&&()

77

W

的商"能

够小于
'gYJ

%

表
"

为本气体检测仪的响应时间测试结果%

不合格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内&由于排除了监测环境中

的空气不稳定流动'外部噪声等干扰因素&

.̀S

气体浓度

变化较稳定&随机性较小%经过试验表明&当危险气体源

头距离气体检测仪小于
'#1U

时对于
.̀S

气体的响应时间

满足
%

"#R

的要求&但是对于
+#1U

及以上的检测距离响应

时间大于预设时间&不满足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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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响应时间测试结果

测试范围.
1U

设计要求

响应时间.
R

测试响

应时间.
R

实验结果

'

%

"# &"

合格

&#

%

"# &'

合格

"#

%

"# &,

合格

$#

%

"# &'

合格

'#

%

"# &)

合格

+#

%

"# ""

不合格

)#

%

"# "'

不合格

I

!

结束语

本文针对目前国产气体检测仪最小检测浓度不低'响

应时间过长'测试误差较大等问题&通过对于传感器的选

型'气体浓度算法的改进&设计了一款基于
J8B$"

的手持

式气体检测仪%通过多次试验验证&该气体检测仪能够实

现对于
&##

77

W

以下的
.̀S

气体浓度的进行响应&检测误

差小于
'gYJ

&响应时间小于
"#R

%但是本气体检测仪的响

应时间受与气体源头的距离影响较为明显&当距离较远时

响应时间达不到系统设计要求&后续可将本检测仪的检测

方式优化为泵吸式气体检测仪&通过泵吸的原理减少因检

测距离较远而产生的误差%同时本气体检测仪检测对象过

于单一&只能监测
.̀S

气体一种&对于空气质量的定义过

于狭隘&后续可增加多种气体浓度检测传感器&如甲醛'

9B"Z'

'一氧化碳等&丰富产品监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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