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3.020 

CCS Z 10 

 DB36 
江 西 省 地 方 标 准 

DB36/T 1931—202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流速在线监测 光闪烁法 

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Continuous velocity monitoring of flue gas—Optical 

scintillation method 

 

 

 

2024-01-17 发布 2024-07-01 实施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36/T 1931—2024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方法原理 .......................................................................... 2 

5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组成 ............................................................ 3 

6 技术指标与性能要求 ................................................................ 3 

7 安装要求 .......................................................................... 3 

8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调试检测 ........................................................ 4 

9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验收 .............................................................. 5 

10 注意事项 ......................................................................... 6 

 



DB36/T 1931—2024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江西怡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康长安、刘敏、曹炳伟、曹培豪、秦承华、韩金克、彭戈、杜冰、王东方、

徐磊、廖家雯、邹彩瑜、刘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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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 流速在线监测 光闪烁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流速在线监测的光闪烁法的术语和定义、方法原理、光闪烁气体流

速仪的组成、技术指标与性能要求、安装要求、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调试检测、光闪烁气体流速仪验

收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流速范围0.2m/s～40m/s的固定污染源废气流速的在线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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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 optical scintillation flowmeter 

基于光闪烁理论和时间相关性来测量气体流速的仪器。 

3.2  

光束通道  optical path 

在一对发射单元和接收单元之间的红色可见光的实际路径。 

3.3  

监测断面 monitoring section 

光束通道正交于烟道或排气筒中心线的平面。 

3.4  

调试检测 performance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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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安装、初调并至少正常连续运行168 h后，于技术验收前对光闪烁气体流速仪进

行的校准和校验。 

3.5  

参比方法reference method 

用于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测量结果相比较的国家或行业发布的标准方法。 

3.6  

比对监测 comparison testing 

用参比方法对正常运行的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准确度进行抽检。 

3.7  

速度场系数 velocity field coefficient 

参比方法与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同步测量烟气流速，参比方法测量的烟气平均流速与同时间区间且

相同状态的光闪烁气体流速仪测量的烟气平均流速的比值。 

3.8  

相关校准 correlation calibration 

采用参比方法与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同步测量烟气流速，取同时间区间且相同状态的测量结果组成

若干数据对，通过建立数据对之间的相关曲线，用参比方法校准烟气流速的过程。 

3.9  

校准量程 calibration span（C.S.） 

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设置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最大测量值。 

4 方法原理 

4.1 光闪烁法气体流速测量基于光闪烁原理和时间相关性原理，通过记录流体流动标识点经过两个在

流动方向上相距固定距离（D）的观测点所用的渡越时间（T）来计算流速，气体流速V=D/T。 

4.2 调制过的红色可见光点光源发射的光束横穿平均流速为V的流体到达两个相距为D的接收探测器

上。在传输路径上光束被湍流调制形成流动标识点，流动标识点不是人为的，是流体（废气）流动过

程中由流体温度或密度变化引起的折射率不均和颗粒物、污染气体造成光散射吸收的时空变化形成的

光斑或图形，流动标识点被布置在流动方向上的两个光电探测器捕获，形成光闪烁信号。两个光电探

测器接收到的光闪烁信号随时间随机变化，且服从统计规律，通过两探测器接收信号的时间互相关分

析即可获得流经光传播路径上气体的平均流速。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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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工作原理示意图 

5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组成 

5.1 发射单元 

发射红色可见光光束的点光源。 

5.2 接收单元 

检测通过流体的光强度并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 

5.3 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包含信号处理器、组态显示面板、通讯接口等。 

6 技术指标与性能要求 

6.1 技术指标 

6.1.1 流速范围：0.2 m/s～40 m/s，可多量程设置。 

6.1.2 仪器检出限：0.2 m/s。 

6.1.3 仪器测定下限：0.8 m/s。 

6.2 性能要求 

6.2.1 校准功能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应能用手动和（或）自动方式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 

6.2.2 自检功能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应具有自诊断系统，运行过程中自动检验系统，反馈气体流速仪是否运行正常。 

6.2.3 净化功能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具备吹扫功能。吹扫系统能有效的隔离光学玻璃与烟气接触，保护玻璃不被烟

气遮挡和腐蚀。 

7 安装要求 

7.1 安装位置要求 

7.1.1 位于固定污染源排放处理设施的下游和比对监测断面上游 1 m 以上，安装位置不漏风，现场应

易于接近，且有一定的空间便于进行设备的调试及维护。 

7.1.2 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对于圆形烟道，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应设置在距弯头、

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4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2倍烟道直径处；对于矩形烟道，

应以当量直径计，其当量直径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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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D——当量直径，m； 

A、B——边长，m。 

7.1.3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可安装烟道内径范围为 0.2 m～12.0m。 

7.1.4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相关导线尽量避开可能存在强烈电磁或电子干扰的环境。 

7.1.5 尽量避开振动环境，特别要避开可引起控制箱等部件发生共振的环境。 

7.1.6 尽量避开出现水气冷凝（液滴或水雾）的位置，如不能避开，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添加伸入

管。 

7.1.7 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确保所采集样品的代表性。 

7.1.8 其他安装位置要求应满足 GB/T 16157、HJ/T 397 中相关规定。 

7.2 工作环境及供电条件 

7.2.1 环境温度：-40℃～60℃。 

7.2.2 通用 AC（220±22）V，频率（50±1）Hz。 

7.2.3 应设有漏电保护装置，防止人身触电。 

7.2.4 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防止雷击对仪器造成损坏。 

7.3 光束通道 

7.3.1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发射单元和接收单元安装在对穿管道的法兰上，发射单元和接收单元应在同

一水平面上并保证与中心线同轴，误差角度<1°。 

7.3.2 在光束路径上，不能有任何物品阻挡光的通过。 

7.3.3 烟道直管段不能满足 7.1.7 要求时或排气筒直径过大，烟气会发生流速分层等不均匀分布，需

开设备用孔，用于选择最佳测试通道。 

7.3.4 更换、拆卸或重装光闪烁气体流速仪或其部件时，应不改变气体流速仪的测量性能。 

8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调试检测 

8.1 一般要求 

8.1.1 新装、改装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安装后，应进行现场调试检测。 

8.1.2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完成现场安装、改装的初步调试后，连续正常运行 48h 后，观察每日负荷曲

线与流速曲线对比图。连续正常运行 168h 后，正式进行调试检测，记录和观察每日负荷曲线与流速曲

线对比图，周负荷曲线与流速曲线对比图。 

8.1.3 因光闪烁气体流速仪故障、断电等原因造成调试检测中断，应在上述因素恢复正常后重新开始

进行调试检测。 

8.2 调试检测准备 

8.2.1 调试检测前应对光闪烁气体流速仪进行一次零点和量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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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调试检测应尽量覆盖高（80 % C.S.～100 % C.S.）、中（40 % C.S.～60 % C.S.）、低（＜

20 % C.S.）三种运行负荷，每种负荷持续时间不少于 2h。 

8.3 速度场系数调试检测 

按照HJ 76相关条款进行速度场系数精密性调试检测。调试检测期间尽量覆盖高、中和低三种运行

负荷。若速度场系数精密度符合HJ 76调试检测技术指标要求，把速度场系数输入到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对光闪烁气体流速仪测量结果进行修正。按照HJ 76相关条款进行烟气流速准确度检测，烟气流速准确

度应满足HJ 76技术要求。 

8.4 相关性调试检测 

如果速度场系数精密性不符合HJ 76调试检测技术指标要求，按照HJ 75采用手工参比方法对光闪

烁气体流速仪的流速进行相关校准。通过调节高、中、低三种负荷变化得到三个不同工况的烟气流速，

每个工况流速至少建立3个有效数据对，当烟气流速小于5 m/s 时，还应调节低负荷状态的流速接近5 

m/s。以光闪烁气体流速仪数据为 X 轴，参比方法数据为 Y 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把斜率和

截距输入到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将光闪烁气体流速仪测试的数据校准到手工

参比方法所测定的流速值。 

9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验收 

9.1 一般要求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在完成安装、调试检测并和主管部门联网后，应进行技术验收，包括技术指标

验收和联网验收。可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一起进行验收，也可以单独进行光闪烁气体流速仪的验

收（如光闪烁气体流速仪改装、更新时）。 

9.2 技术验收条件 

9.2.1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在完成安装、调试检测并符合下列要求后，可组织实施技术验收工作。 

9.2.2 安装位置及手工采样位置应符合 7.1 的要求。 

9.2.3 数据采集和传输以及通信协议均应符合 HJ 212 的要求，并提供一个月内数据采集和传输自检

报告，报告应对数据传输标准的各项内容作出响应。 

9.2.4 按照 HJ 76 的要求进行 72h 的调试检测，并提供调试检测合格报告及调试检测结果数据。 

9.2.5 调试检测后至少稳定运行 7d。 

9.3 比对监测 

按照HJ 75要求开展比对监测验收。 

10 注意事项 

10.1 定期检查光闪烁气体流速仪发射单元、接收单元与烟道或管道连接的紧固件是否松动，避免光

闪烁气体流速仪光束方向发生变化，影响接收单元接收的光强度。 

10.2 光闪烁气体流速仪长期使用，光通道管壁上或出口处会产生积灰污染，通常只需要在正常维修

周期（大修 18个月）中，对管道进行一次清灰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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