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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ＳＦ６ 局部放电下分解组分传统检测方法存在的消耗被测气体多、检测时间长、不

适用于在线监测等不足，利用光声光谱技术具有检测气体灵敏度高、不消耗被测气体等特点，研究

了用于ＳＦ６ 局部放电分解组分检测技术，给出了局部放电下ＳＦ６ 分解特征组分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的特

征频谱，利用研制的光声光谱实验平台获得了气体的光声信号与气体体积分数关系，得到了ＳＯ２、

ＣＯ２、ＣＦ４ 的最低检测限分别为３．８×１０
－６、３．１×１０－６、４．７×１０－６，建立了用于降低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混合气体的光声信号交叉响应的ＲＢＦ神经网络算法，使３种气体平均检测误差分别降为５．６％、

１．６％、３．３％，提高了检测准确度，并用气相色谱法和检测管法的对比测量验证了其可信性，为解决

交叉响应的影响问题提供了一种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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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中的ＧＩＳ设备如果内部因出现绝缘缺陷而

发生局部放电时，其内部ＳＦ６ 气体在热、电的作用下

会发生分解［１］，并与ＧＩＳ设备内部存在的微水、微氧

等杂质发生反应，生成一些对故障类型判断有价值

的特征气体，如ＳＯ２、ＳＯＦ２、ＳＯ２Ｆ２、ＨＦ等
［２］；如果局

部放电的位置出现在固体绝缘介质附近，还会有

ＣＯ２、ＣＦ４ 等成分产生。有研究表明，检测这些特征

气体的含量和变化规律可以判断ＧＩＳ设备早期潜伏

性绝缘故障［２４］。目前国内外对ＳＦ６ 在局部放电下

分解组分的传统检测方法有气相色谱法、检测管法、

傅里叶红外吸收光谱法等，尽管有各自的优点，但均

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适用于实验室的气相色谱法在

检测过程中需要消耗被测气体和载气，色谱柱在使

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清洗和重新校准，长期稳定性不

好、对环境要求较高，且检测时间较长，不适用于连

续在线监测；目前国内外实用的检测管法在检测

ＳＦ６ 分解气体时，只能检测 ＨＦ、ＳＯ２、ＳＯＦ２ 等较少

的组分，且性能受到温度、湿度影响较大，不适用于

在线监测；傅里叶红外光谱法由于气池体积较大，增

加了对待测气体的需求量，在微量气体检测时，入射

光强度与透射光强度差别不大，检测灵敏度不高，而

且其检测精度受反射、散射光影响较大。

光声光谱技术因其具有灵敏度高、检测范围宽、

检测速度快、不需要消耗载气、特别适合于在线监测

等优点，已经成为微量气体检测领域的研究热点，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５９］。在建立的气体组分光声光

谱检测实验研究平台上，对ＳＦ６ 在局部放电下产生

的３种常见组分气体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进行定量检

测［１０］，标定出了各组分气体的光声信号强度与气体

体积分数的关联比对，通过与气相色谱法和检测管

法的对比检测，验证了比对关系的可信性，同时获取

了不同浓度ＳＯ２、ＣＯ２ 和ＣＦ４ 混合气体状态下的光

声响应特性，研究了用于降低多组分气体红外吸收

光谱交叉响应的方法，为基于光声光谱技术的ＳＦ６

放电分解在线监测系统研制奠定了基础。

１　光声检测原理

光声光谱是利用光声效应检测吸收物质浓度的

一种光谱技术［１１］，对于气体被测物，光声池内气体

分子吸收入射光能被激发到高能态，由于高能态不

稳定，被激发的气体分子会通过自发辐射跃迁或者

无辐射跃迁回到低能态。在后一个过程中，气体分

子的能量可转化为分子的平动和转动动能，宏观上

表现为气体温度的升高，在体积一定时，温度升高会

使气体压力增大。如果对入射光能进行调制，使其

强度成周期性的变化，光声池内气体温度会以调制

频率的周期而变化，从而使得气体压力同样呈现周

期性变化，当调制频率在声频范围内时，便会产生周

期性变化的声信号。光声信号犛与气体浓度犮的关

系如式（１）所示
［１２］

犛＝ （犛ｍ犆ｃｅｌｌ犘α）×犮， （１）

式中：犛ｍ 是微音器的灵敏度；犆ｃｅｌｌ是光声池常数，由

光声池的几何尺寸和材料等决定；犘 是输入光声池

中的红外光功率；α是气体分子在入射光频率处的

吸收系数。

实验中采用窄带滤光片滤出特征气体相应吸收

频率的红外光，由于滤光片不可能滤出单一频率的

红外光，入射到光声池中的红外光总有一定的宽度，

因此式（１）中吸收系数α是滤光片透射光中所有吸

收峰的吸收系数之和

α＝α犻，犻＝１，２，３。 （２）

式中α犻为滤光片透过红外光波长范围内的被测气

体第犻个吸收峰的吸收系数。

２　特征频谱选择和单一气体参数测定

２．１　实验平台

作者在实验室构建的气体组分检测实验研究平

台如图１所示，其中红外光源可发射０．６～２５μｍ的

宽频连续红外光，斩波器用于调制入射光，使其强度

周期性变化，滤光片轮受步进电机控制，每个滤光片

用于滤过一种待测气体特征频率的红外光，光声池

是光声转换的场所，微音器将声信号变换为电信号

并输出，锁相放大器ＳＲ８３０提取微音器输出电信号

中特定频率（斩波器调制频率）信号，滤除其他频率

信号（包括噪声）。

图１　光声实验平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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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特征频谱选择

大多数气体分子在红外光区都有吸收现象，气

体分子的吸收频带和吸收系数是由其物理、化学特

性（如分子内的原子数目、结构、键能等）决定，因此

不同气体 分子 有其固 有红 外吸 收光谱。根据

ＨＩＴＲＡＮ２００４数据库
［１３］绘制出了ＳＦ６ 局部放电分

解特征组分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以及ＳＦ６ 背景气体的主

要红外吸收光谱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犛犉６ 及放电分解组分红外吸收光谱

　　由此可见，各气体在波数５００～２５００ｃｍ
－１范围

内都有若干吸收频带，每个吸收频带中都包含多个

吸收峰。ＳＦ６ 的吸收频带与各种特征气体的吸收频

带重叠部分较少，使得在以ＳＦ６ 为背景气体进行实

验时，特征气体的光声信号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

是ＳＯ２ 与ＣＦ４ 在波数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ｃｍ
－１频带内有

部分重叠，ＳＯ２ 与ＣＯ２ 在波数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ｃｍ
－１频

带内有部分重叠，故３种气体在光声检测时，会存在

一定的交叉响应问题。综合考虑各组分气体的红外

光谱吸收特性后，以吸收系数尽量大、吸收频带重叠

尽量小为原则，结合当前可能购置的滤光片情况，

选取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组分气体特征吸收峰如表１所

示，其对应特征吸收峰红外窄带滤光片型号和参数

如表２所示。

表１　ＳＦ６ 局部放电下分解组分特征频谱

特征气体 分子量 特征波数／ｃｍ－１ 特征波长／μｍ

ＳＯ２ ６４ １３６０ ７．３５３

ＣＯ２ ４４ ２３４７ ４．２６０

ＣＦ４ ８８ １２８３ ７．７９４

表２　３种特征气体滤光片规格和参数

特征气体 滤光片规格 中心透过波长（ＣＷＬ）／ｎｍ 半宽（ＨＷ）／ｎｍ 透过率（ＴＰ） 截止区域／ｎｍ 尺寸／ｍｍ

ＳＯ２ ＢＰ７３５０±４０ ７３５０±１０ １８０±２０ ≥８５％ ４００～１１０００Φ２０×２．０硅片

ＣＯ２ ＢＰ４２６０±４０ ４２６０±２０ １８０±２０ ≥９０％ ４００～１１０００Φ２０×１．０硅片

ＣＦ４ ＢＰ７８５０±５０ ７７８０±２０ ２００±２０ ≥８０％ ４００～１１０００Φ２０×１．０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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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光声信号与体积分数关系

实验中保持光声池内恒温２０ ℃、气压０．１

ＭＰａ，调节斩波器斩波频率为各实验气体下光声池

的共振频率，锁相放大器积分时间设定为１ｓ，配置

一定数量不同体积分数的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标气，依

次对各气体进行实验测量不同体积分数下的光声

信号，对实验获取的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拟合，

得到的体积分数与光声信号幅值关系如图３所示。

可以看出３种特征气体光声信号幅值与体积分数

遵循线性关系，与式（１）表达的光声信号幅值与气

体体积分数的关系相符，即在光声池常数、微音器

灵敏度、入射光功率、吸收系数一定的情况下成线

性关系。

图３　光声信号与特征气体体积分数关系

由图３还可看出当气体体积分数为０时，光声

信号并不为０，其原因在于测量过程中实验平台背

景噪声和实验背景气体微弱红外吸收影响。

２．４　光声光谱与气相色谱、检测管法比较

目前，气相色谱法和检测管法是比较常用的组

分气体体积分数检测法，为了验证光声光谱法所得

实验结果的可信性，作者对３种体积分数下的各组

分同时采用光生光谱、气相色谱和检测管法进行对

比测量，其中光声光谱法测量了全部３种气体，并标

定出了气体的体积分数。用气相色谱法检测了ＣＯ２

和ＣＦ４２种气体，由于气相色谱法中ＳＯ２ 目前还无

法准确的分离，为此用检测管法检测了ＳＯ２ 气体，

结果如表３所示。如果把气相色谱法和检测管法的

结果作为相对准确值，光声光谱法对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的测量体积分数平均偏差小于６．３％，最大不超过

９％，这一结果比较满意。

表３　光声法、气相色谱和检测管法的测量结果对比

特征

气体

光声法／

（μＬ·Ｌ
－１）

气相色谱／

（μＬ·Ｌ
－１）

检测管／

（μＬ·Ｌ
－１）

偏差

／％

平均

偏差／％

ＳＯ２

ＣＯ２

ＣＦ４

１７１．３ — １６０．０ ７．１

２２５．１ — ２１０．０ ７．２

３４３．１ — ３６０．０ ４．７

３４６．５ ３５６．６ — ２．８

６８３．０ ６２７．４ — ８．８

７６２．２ ７１８．７ — ６．０

４２２．２ ４３８．３ — ３．７

６１４．２ ６５６．８ — ６．５

８２５．４ ７７４．３ — ６．６

６．３

５．９

５．６

２．５　犛犗２、犆犗２ 和犆犉４ 的最低检测限

光声光谱技术检测气体最低检测限主要受到

系统背景噪声限制，而背景噪声主要来源有斩波器

振动、窗口片和池内壁光吸收所引起的相干噪声、

电磁噪声、气体分子布朗运动噪声、环境噪声

等［１４］。电磁噪声、气体分子布朗运动噪声是系统

固有噪声，难以消除，但其噪声水平低，对系统检

测影响相对小。环境噪声可用锁相放大器来抑制，

其噪声水平也可降到很低。对系统检测影响较大

的是斩波器振动噪声、窗口片和池内壁吸收噪声，

为了减小这部分噪声，可以在整个实验平台各装置

下垫上硅胶垫，同时尽量保持光沿光声池轴线穿

过，在设计光声池时调整好缓冲室的尺寸［１５］。另

外，最低检测限还可能受到背景气体微弱红外吸收

的影响，由于背景气体浓度很高，一般都会达到饱

和吸收状态，因此这部分相对很小的影响可看作固

定值。

为测定光声实验系统的噪声水平，在光声池内

充满高纯度ＳＦ６ 气体进行，其实验条件等同于单一

气体光声信号与气体体积分数关系测量，具体做法

是在３ｍｉｎ内每隔１０ｓ读数一次，对该段时间范围

内系统噪声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噪声水平

用均值和方差表示，如表５所示。当信噪比ＳＮＲ＝

１时，利用ＳＯ２、ＣＯ２、ＣＦ４ 的光声信号与体积分数的

线性关系计算得到特征气体最低检测限如表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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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３种组分的最低检测限

特征

气体

噪声

均值／μＶ

噪声

方差

最低检测

限／（μＬ·Ｌ
－１）

ＳＯ２ 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３．８

ＣＯ２ ０．５７ ０．０１２ ３．１

ＣＦ４ ０．５２ ０．０２５ ４．７

表４中ＣＯ２ 的噪声均值比ＳＯ２ 要大，原因在于

ＣＯ２ 滤光片的透过率比ＳＯ２ 要高，入射到光声池内

的光强度高，在透过频带内背景气体ＳＦ６ 的饱和吸

收带来的光声信号的影响较大。ＣＦ４ 的噪声均值比

ＳＯ２要大，原因在于ＣＦ４ 滤光片的带宽较宽，透过频

带与ＳＦ６ 的吸收频带重叠部分较多，受ＳＦ６ 饱和吸

收的影响较大。

３　组分气体交叉响应的处理

３．１　组分气体交叉响应处理的必要性

从表２可知，无论选择性多好的滤光片，都存在

一定宽度透光频带，即透过的红外光谱不可能是单

一波长，因此，对于最佳红外吸收峰相差不大的组分

气体，不可避免会存在部分红外吸收光谱重叠的情

况，即在用红外滤光片检测混合气体组分时存在交

叉响应。例如图２中的ＳＯ２ 和ＣＦ４ 在所选择吸收

频带内会产生部分重叠，影响各自测量精度。以

ＳＯ２ 特征滤光片为例来说明交叉响应的影响：当光

声池内只有ＳＯ２ 气体时，实验测得的光声信号只由

ＳＯ２ 体积分数决定，二者成线性关系，可以直接根据

图３标定得到ＳＯ２ 体积分数，如果光声池内除ＳＯ２

外还含有ＣＦ４ 成分，则实验测得的光声信号由该滤

光片透过频带下２种气体体积分数共同决定，无法

直接根据光声信号值得到ＳＯ２ 体积分数，这就是交

叉响应带来的影响。当这两种气体成分的滤光片透

过频带重叠越多，受交叉响应影响就越大。其他组

分特征滤光片下也或多或少存在与某种气体交叉响

应的情况。因此得到各气体组分体积分数相对准确

值，降低交叉响应是十分必要的。

要想完全消除交叉响应的影响，仅靠硬件技术

会有很大难度，为此采用合适的软件算法，以弥补硬

件的不足已成为解决该技术难题的有效方法。文献

［１６］给出了多种用于气体阵列传感器检测信号的

算法：有些侧重于气体模式识别，有些侧重于气体分

类，但应用到降低气体组分交叉响应的研究并不多

见，尤其应用到ＳＦ６ 放电分解组分的检测还未见报

道。根据本文检测信号交叉影响程度和特点，作者

利用径向基函数（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ＢＦ）神经网

络具有的较强输入输出映射能力、学习过程收敛速

度快、无局部极小、能以任意精度逼近任意函数等优

点［１７］来构造一种算法模型，以降低光声光谱检测信

号中的交叉响应影响。

３．２　犚犅犉神经网络结构

ＲＢＦ神经网络是一种单隐层前向神经网络，其

模型如图４所示，输入层节点只起传输信号到隐层

的作用，其节点个数对应于实验所测混合气体数。

对ＳＯ２、ＣＯ２ 和ＣＦ４３种气体进行混合，分别在各自

所对应的滤光片下测得其光声信号值，因此输入节

点数为３个（犿＝３），即犡１ 对应ＳＯ２ 滤光片下的光

声信号值、犡２ 对应ＣＯ２ 滤光片下的光声信号值、犡３

对应ＣＦ４ 滤光片下的光声信号值。隐层激活函数为

满足 Ｍｉｃｃｈｅｌｌｉ定理的函数，如高斯函数，反演Ｓ型

函数等，隐层节点数目由网络自适应学习过程自动

得到。输出层为简单线性函数，训练完成后其输出

结果为经过网络处理后的各气体组分光声信号值，

即犢１ 对应处理后ＳＯ２ 光声信号值、犢２ 对应处理后

ＣＯ２ 光声信号值、犢３ 对应处理后ＣＦ４ 光声信号值。

利用图３中各单一气体光声信号与体积分数关系就

可以计算得到各气体组分体积分数。

图４　犚犅犉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ＲＢＦ神经网络选择的激活函数为常用的高斯

函数

φ（狉）＝ｅｘｐ（－狉
２／２ζ

２）， （３）

式中：狉为样本与数据中心的距离；ζ为激活函数的

扩展常数和宽度。ＲＢＦ网络输出为

狔犻＝
犖

犻＝１

犠犻犼犚犼－狋， （４）

式中：犠犻犼是隐层第犼个节点到输出层第犻个节点的

权值；犚犼是隐层第犼个节点的输出；犖 是隐层节点

数；狋是输出层第犻个节点的阈值。

３．３　犚犅犉神经网络学习过程

将实验所得数据分为训练样本和检测样本，并

分别构成三维矩阵，每一行对应一个样本，即一组混

合气体组分分别在ＳＯ２、ＣＯ２ 和ＣＦ４ 滤光片下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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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声信号值。因混合气体由配气系统得到，故各

组分体积分数已知，作为各组分不受交叉响应影响

的理论光声信号值。

ＲＢＦ网络学习过程包括隐层节点学习（确定各

径向基函数的数据中心和扩展常数）和输出层节点

学习（输出层权值）２个阶段。隐层节点学习通常采

用无监督学习的聚类算法，如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

等，而输出层学习通常采用有监督学习算法，如最小

均方算法（ＬＭＳ）等，算法的输入向量即隐节点的输

出向量。隐层应用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确定数据中

心的过程如下

１）初始化。选择犖 个互不相同的向量作为初

始聚类中心犆犼，犼＝１，２…犖；

２）将训练样本归于狇类，其条件是：

‖犡犻－犆狇‖ ＝ｍｉｎ
犼
‖犡犻－犆犼‖； （５）

　　３）归类完成后，计算出每个归类的新中心为

犆犼 ＝
１

犿犼犼
犡犼， （６）

犕犼为输入犼类的输入样本数；

４）各聚类中心确定后，可根据各中心之间的距

离确定对应径向基函数的扩展常数ζ

ζ犼 ＝λ犱犼 ＝λｍｉｎ‖犆犼－犆１‖， （７）

λ为重叠系数。

输出层权值学习过程是将训练样本中每组三维

数据分别输入对应输入层节点，以该组样本对应光

声信号理论值为输出层节点参考值（期望输出值），

光声信号理论值来源于已知的该样本各气体组分体

积分数，利用最小均方算法（ＬＭＳ）进行训练。训练

的过程即是权值调整的过程，误差函数值影响权值

的调整，目的在于得到一组权系数犠ｉｋ，使误差函数

值最小。定义网络输出误差函数为

犈＝
狀

犽＝１

（犱ｋ－狔ｋ）
２
＝

狀

犽＝１

（犱犽－（
犖

犻＝１

狑ｉｋ犚犻－θ））
２，

（８）

式中：犱犽 为输出节点犽的期望输出值；狔犽 为其实际

输出值。结合研究内容，ＲＢＦ神经网络训练和检测

基本流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犚犅犉神经网络训练检测流程图

训练完成后的网络与图３相结合可看成一个黑

箱子，使用者无需关心其内部结构，可直接通过外部

输入节点输入含有交叉响应的数据得到精确的各气

体体积分数。不同组成的混合气体，其实验测得三

维光声信号值不会完全相同，有其差异性，故使用

ＲＢＦ神经网络是可行的。

４　犛犗２、犆犗２和犆犉４混合气体组分测定

对配置的４０组不同体积分数的ＳＯ２、ＣＯ２ 和

ＣＦ４ 单一气体进行混合做了组分定量测定，并利用

ＲＢＦ神经网络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处理，其中２０

组为训练样本，２０组为测试样本。神经网络处理前

后结果的对比选取５组数据如表５（ａ）～（ｃ）所示。

可以看出，混合气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响应影响，

其中ＳＯ２ 和ＣＦ４ 影响较大，原因在于这２种气体的

红外吸收频带的重叠部分较多，二者对应滤光片的

透过频带相互接近。

表５　混合气体中单一气体的光声特性和处理结果

（ａ）ＳＯ２ 组分

样本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体 积 分 数／（μＬ ·

Ｌ－１）
１４１．４４９５．０３６０．０３３０．０５６５．７

理论值／μＶ ０．９５ ２．９２ ２．１５ １．９８ ３．２８

直接测量值／μＶ １．２２ ３．４９ ２．３１ ２．１６ ３．９８

直 接 测 量 相 对 误

差／％
２８．４ １９．５ ７．４ ９．１ ２１．３

ＲＢＦ消除值／μＶ １．０ ２．７１ ２．０９ ２．１１ ３．４８

消除后相对误差／％ ５．３ ７．２ ２．８ ６．６ ６．１

消除后平均误差／％ ５．６

（ｂ）ＣＯ２ 组分

样本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体 积 分 数／（μＬ ·

Ｌ－１）
４２０．０２４５．０３５６．４４３５．６１４０．０

理论值／μＶ ５．１１ ３．２１ ４．４１ ５．２５ ２．０８

直接测量值／μＶ ５．２２ ３．４３ ４．５５ ５．２８ ２．２７

直 接 测 量 相 对 误

差／％
２．２ ６．９ ３．２ ０．６ ９．１

ＲＢＦ消除值／μＶ ５．１３ ３．０９ ４．４２ ５．２７ ２．１５

消除后相对误差／％ ０．４ ３．７ ０．２ ０．４ ３．４

消除后平均误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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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Ｆ４ 组分

样本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体 积 分 数／（μＬ ·

Ｌ－１）
８１４．３４７５．０５１８．２４２２．２５４２．９

理论值／μＶ ２．０１ １．４０ １．４７ １．２９ １．５２

直接测量值／μＶ ２．７１ ２．９０ ２．５２ ２．１９ ２．９１

直 接 测 量 相 对 误

差／％
３４．８１０７．１ ７１．４ ６９．８ ９１．４

ＲＢＦ消除值／μＶ ２．０６ １．４２ １．５４ １．３３ １．４５

消除后相对误差／％ ２．５ １．４ ４．８ ３．１ ４．６

消除后平均误差／％ ３．３

从表５中还可以看出，利用ＲＢＦ神经网络消除

混合气体交叉响应后与理论值的相对误差比消除前

大大减小。在用ＲＢＦ神经网络消除前ＳＯ２、ＣＯ２ 和

ＣＦ４ 的 测 量 平 均 误 差 分 别 为 １７．１％、４．４％

和７４．９％，用ＲＢＦ神经网络消除后３种气体测量平

均误差分别５．６％、１．６％和３．３％，说明ＲＢＦ神经

网络对于多组分气体交叉响应的修正效果十分显

著，３种气体中ＣＦ４ 的修正效果最显著，原因在于

ＣＦ４ 测量误差最大，在误差函数中占有比例最大，

ＲＢＦ神经网络输出层权值的调整受误差函数值的

影响，调整侧重于 ＣＦ４，故 ＣＦ４ 的修正效果最为

显著。

为验证该方法的可信性和泛化性，作者对未知

浓度的ＳＯ２、ＣＯ２ 和ＣＦ４ 混合气体用光声光谱法、气

相色谱法和检测管法进行了对比测量，结果如表６

所示。可以看出用光声法检测３种混合气体，再用

ＲＢＦ神经网络法消除其交叉响应影响，误差可控制

在７％以下。

表６　光声法加ＲＢＦ神经网络处理可信性测试

特征

气体

光声法／

（μＬ·Ｌ
－１）

气象色

谱／（μＬ·Ｌ
－１）

检测管／

（μＬ·Ｌ
－１）

偏差／％

ＳＯ２ ４１０．０ — ４４０．０ ６．８

ＣＯ２ ２４４．２ ２５２．７ — ３．４

ＣＦ４ ５９３．３ ５７５．６ — ３．１

ＳＦ６放电分解的典型组分除了涉及的ＳＯ２、ＣＯ２

和ＣＦ４３种气体之外，还有ＳＯＦ２、ＳＯ２Ｆ２ 和ＳＦ４ 等，

由于这些成分的红外吸收波长都较长，目前制造的

滤光片还不能滤过这些波长的红外吸收峰，故没有

对这些组分进行测量研究，今后在滤光片制造技术

取得进展后，可进一步完善利用ＲＢＦ神经网络消除

对这些特征气体检测时存在的交叉响应。

５　结　论

１）分析了ＰＤ下ＳＦ６ 分解生成的ＳＯ２、ＣＯ２ 和

ＣＦ４３种组分特点，并绘制出各组分的红外吸收光谱

图，给出了利用光声光谱技术检测３种组分含量的

特征频谱选择依据，阐明了组分检测中存在的交叉

响应问题。

２）利用已搭建的光声实验平台对ＳＯ２、ＣＯ２ 和

ＣＦ４３种组分特征气体进行了检测实验，获取了特征

分解气体的光声信号强度与气体体积分数关系，得

到了３种特征气体最低检测限分别为３．８×１０－６、

３．１×１０－６和４．７×１０－６。

３）为减小ＳＯ２、ＣＯ２ 和ＣＦ４ 混合气体光声检测

时存在的交叉响应，建立了一种 ＲＢＦ神经网络算

法，使３种气体平均检测误差分别降为５．６％、

１．６％、３．３％，通过与气相色谱和检测管法对比检

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信性和泛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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