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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激光诱导荧光光谱方法测量大气中气溶胶颗粒物的散射荧光特性，同时用飞行时间方法测量 

颗粒物的动力学直径大小。给出了实验系统设计、测量方法、颗粒粒径分布图及散射荧光强度分布谱图的对 

比，并对多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同时讨论了利用颗粒物散射荧光百分比分析方法判另U生物粒子和非生物 

粒子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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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气气溶胶(Aerosols)是指悬浮在大气中的固体或者液 

体颗粒，平常所见到的一些现象，如：灰尘、熏烟、烟、雾、 

霾等都属于气溶胶的范畴 一般微生物在空气中被自然气溶 

胶化，常常成为顺风区的生活负担。例如：一些地方性的废 

水通风柜，研究发现每分钟每立方米能产生 130个活粒子， 

约1O 是大肠菌『1]，所以有毒害气溶胶对人体的危害强度主 

要依赖于其成分、浓度、来源和粒径。 

气溶胶颗粒尺寸的范围从 0．001剑 100 m之间，不同尺 

寸气溶胶颗粒的性质往往差别很大，例如直径较大的粗颗粒 

在大气中的漂浮寿命很短，约为几个小时，而直径较小的细 

颗粒寿命则可达数天，并能飘移到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 ．粒 

子成分是主要的致病因子，决定是否有害和导致何种疾病。 
一 般而言粒径大于 30 m的颗粒，进入下呼吸道的可能性很 

小，10~30 m的颗粒绝大部分沉积在鼻腔，5～10 m的颗 

粒可进入气管和支气管，只有小于5 m的颗粒PM5才能进 

入到深部呼吸道和散布于肺泡 卜。显而易见，只有小于 1o 

m的粒子气溶胶才是最危险的。 

本文采用激光诱导荧光法测量气溶胶颗粒，颗粒物首先 

经过具有一定距离的两个 集的激光光斑，测量出飞行时间 

(相对于粒径)，然后用紫外激光脉冲照射颗粒物，通过颗粒 

物散射的荧光来决定粒子的散射荧光强度及其生物特性，并 

通过多种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达到区分测量的目 

的。 

1 测量气溶胶粒子理论 ] 

1．1 雷诺数、斯托克斯理论与测量气溶胶粒子的关系 

雷诺数通常用来描述经过管道或者是绕过气溶胶颗粒等 

障碍物体的流体的流动。雷诺数是流动范畴的一个指标，即 

它是决定流体流动是层流还是湍流的标志，正比于作用在流 

体的每一个微元上的惯性力与摩擦力的比值， 

Re。一 (1) 

式中：fD为气体密度；V为气流速度；Dp为粒子直径； 为粘 

滞系数。 

在雷诺数 <1)时，粘性力远远大于惯性力，围绕着 

一 个颗粒的流动是层流流动。当雷诺数 > 1时，颗粒的 

下游就出现漩涡。 

斯托克斯定律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确定气溶胶颗粒在静止 

的空气中经受重力沉降的速度。当一个颗粒在空气中释放之 

后，很快作用在颗粒上的空气阻力等于重力，达到一个最终 

的沉降速度。与粘性力相比，惯性力可以忽略的情况，相当 

于低雷诺数和层流动的情况，它是对于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 

求解的Navier-Stokes方程的一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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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是重力加速度；l0p和fD分别是颗粒和气体的密度。 

考虑浮力作用时，要考虑气体密度。而同颗粒密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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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密度很小时浮力可以略去。由(2)式解出最终的沉降速 

度为 

Ud≈色 (3) l 

1．2 气溶胶粒子空气动力学直径计算 

空气动力学直径通常应参考粒子沉降速度，空气动力学 

直径可视为待测粒子与单位密度的球形粒子具有相同的沉降 

速度，空气动力学直径的数学表述由(3)给出。 

粒子的运动方程为 

m 一 + (4) 

式中：m是粒子质量；Fd是作用到粒子上的牵引力；Fb是作 

用到粒子上的质量力。 

斯托克斯(Stokes)定律为 

一  (5) d ，1 、u， 

式中：C为坎宁安修正因子；带矢量的“和 分别为气溶胶粒 

子重心的速度和粒子周围的空气的速度。 

斯托克斯定律准确地描述了具有雷诺数 <o．5的球 

形粒子的牵引力 

。 一  二 ! (6) 
‘  

“  

若粒子在静止空气中沉降， 0，Fd—nag，当牵引力等于 

重力时，粒子达到终极速度U 因此，在斯托克斯区域( 

< 0．5)得 

r r．一 g f7、 
18z 、。 

上述分析是对 1／zm以下的粒子非常重要，同时粒子应 

处于低雷诺数 <1的情况下，即惯性力和粘滞力相比， 

惯性力可以被忽略下适用。但是对于气溶胶粒子较大或运行 

速度很高的时候，粒子处于高雷诺数时牛顿阻力会起作用。 

粒子在运行当中所遇到的牛顿阻力为 

Fp一号CD D； (8) 

式中：co为阻力系数； 为空气介质密度。 

当Re <1时 

(9) 

当1<Re <1 000时 

一  

( + ) ， 
综上所述通过斯托克斯定律和雷诺数及牛顿阻力等公 

式，如果已知粒子的直径和密度以及气体的密度，就可以估 

算粒子的极限沉降速度。知道了极限沉降速度就可计算出相 

应的粒子空气动力学直径。 

2 气溶胶激光诱导荧光的检测方法 

首先要对气溶胶粒子的空气动力学直径进行测量，然后 

再进一步利用荧光法对其气溶胶粒子的生物特性进行分析 

(如图 1所示)。 

2．1 测■气溶胶动力学直径及气溶胶粒子的生物特性 

红光光源是由650 nlTl半导体激光二极管产生连续光， 

利用透镜组形成两个互相重叠的光束经过透镜聚焦在喷VI下 

约 0．2 mm处，然而整个腔体是由两个椭球镜对应组成。 

当粒子穿过红光光斑时，产生散射荧光。其散射荧光经 

椭球镜会聚在对面椭球镜的中心开孔处雪崩二极管(APD)探 

测器上，APD接受到散射荧光信号后形成相对应的双峰信 

号，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经过数字板专家系统处理给出相 

应延时信号，此信号即为 1vrL触发信号，去触发紫外激光 

器，使紫外激光正好照射到探测粒子上。 ． 

紫外激光器频率为2 kHz，30 ·pulse～，产生349 nlTl 

的谱段输出，选用这个谱段是因为一般生物气溶胶都含有核 

黄素及辅酶(NADH)。核黄素在 300到440 nlTl左右被激发 

后，产生的散射荧光谱处于 480 580 nlTl，NADH在 26O～ 

410 nlTl范围内被激发后，其散射荧光谱处于 380 600 nlTl。 

本设计选用 349 nlTl激光激发粒子，测量41O～580 nlTl范围 

内的散射荧光强度，可以判别气溶胶粒子是否具有生物特 

性。在设计结构上紫外激光汇集在红色激光汇聚点的下方 1 

miD_处，待粒子经过时进行激发。 

粒子进门 

喷口 

输出到 

650iim 纤光 

849 rimUV激光 

输出到 PMT 

昏 1 Particle size signal and fluorescence signal sampling 

利用紫外激光来激发经气溶胶粒子散射的荧光信号，达 

到与会聚椭球镜相对应的另一侧椭球镜上(其中两椭球镜的 

第一焦点重合，二极管红光激光和紫外激光通过该焦点后分 

开)，然后会聚到光电倍增管(PMT)上进行探测。在光电倍 

增管前端放置一个400~600nm荧光带通滤光片，降低紫外 

激光背景的影响，消除 349 nlTl对待测散射荧光信号的影响， 

对 650 nlTl红光和 349 nm紫外光都有阻挡作用。 

2．2 生物气溶胶荧光光路的测定 

首先利用雪崩光敏二极管APD检测散射光信号，此信 

号经过放大、滤波、整形，再经过数字化后，由数字板专家 

系统处理给出相应延时后，输出TTL触发信号，去触发紫 

外激光光源，使它输出紫外光照射在粒子上，产生粒子的散 

射的荧光。 

首先在PMT前不加滤光片，观察接收到的散射光。由 

上位机进行定步长扫描，以10 ns为步长改变延迟时间，在 

示波器上监测探测到的红光 APD信号、PMT信号和数字板 

给出的1vrL触发信号。调整好光路后，红光光束和紫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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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之间的距离是一定的，粒子以一定的速度穿过红光光束后 

再穿过紫外光束，这样就可以根据由粒子穿过红光形成的双 

峰散射信号计算给出触发紫外激光器 rrrL触发信号，当红 

光的散射光信号和触发信号之间的延迟时间刚好等于粒子从 

第二个红光光束飞至紫外光束的时间时，粒子被紫外光照射 

并产生较强的散射荧光。观察 PMT接收到的散射光信号的 

强度变化，可以得到在已知光斑间距时激发散射荧光的最佳 

延迟时间，于是实现了条件延时触发的功能。第二，在 PMT 

前加滤光片，测试变得更加准确，再用单分散的染色邻苯二 

甲酸二辛脂(DOP)粒子观察经粒子散射的荧光，可以得出相 

同结论。定步长改变红光散射光信号与触发电平之问的延 

时，可以观察到散射荧光强度明显变化。同时可以准确地得 

出空气动力学直径和生物粒子荧光触发的对应关系。通过光 

电倍增管测量得出不同生物粒子的散射荧光强度分布 

2．3 气溶胶时序控制采样 

在气溶胶粒子散射荧光检测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 

是时序控制问题(如图2所示)。 

红光连续激光斑在喷口下方。粒子通过光斑时产生双峰 

散射荧光信号(如图2的信号ch2)，APD探测到的此双峰信 

号经过放大整形后接人数字信号处理模块，经过适当延时后 

给出rrrL信号，去触发 uV脉冲激光器(如图 2的信号 

ch1)，使得uV激光正好照射到相同的粒子，同时 PMT探 

测粒子发出的散射荧光信号(如图2的信号oh3)。 

量chl 

盈  

eh2 

鲁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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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Oscillograph test correlational wave figure 

3 实 验 

美国TSI公司生产的 Model 3450振动孔气溶胶粒子发 

生器(vibrating orifice aerosol generator，V()AG)，产生标准 

粒径气溶胶粒子，待测c3]。在气溶胶发生器中注入溶液，由 

进样泵控制以固定的流量Q(c ·s )通过一个20 m的小 

孔进入输出管路。实验中使用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P分析 

纯)为溶质，乙醇为溶剂，产生单分散的气溶胶粒子。 

实验中采用不同比例的DOP乙醇溶剂同时加入定量的 

染料(香豆素)，观察其粒径范围及散射荧光强度的谱分布。 

4 实验结果和讨论 

(1)实验中按定最染料与 D(]P溶剂相配比，我们通过示 

波器看到粒径对应的双峰间距，同时也可观察到粒子到达紫 

光光斑位置时，激光器给出光的最佳 延时时间 (如表 1所 

示)。通过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粒径和双峰间距及延时满 

足一种线形的关系 也就是当粒径增大延时触发也跟着延 

长。但是触发后散射荧光强度的128次平均值不满足增加的 

变化规律。 

Table 1 Relations particle size，two apices 

space and time lapse 

实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粒子粒径的谱分布(如图 3所 

示)，双峰问距、延时以及散射荧光强度等都可以示波器的 

波形中观测到。 

： 
髻4 
3 

毳i 
山 1 

l l 
0．5 0．7 1 2 3 5 7 l0 2O 

Particle size／~m 

Fig．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2)在做颗粒物激光诱导散射荧光实验中，对不同颗粒 

物。实验是基本相同的测试条件下进行(如发生裟置、出浓度 

等)，以保证实验的比对分析的准确。下面对空腔、空气、定 

量 DOP、油酸粒子和NaCL，进行散射荧光实验，从散射荧 

光的强弱可以分析其生物及非生物粒子特性。 

从空腔散射荧光谱分布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散射荧光仅在 

4通道(如图4所示)，空腔是指不开紫光激光器的时候的状 

态。经分析，在不开激光器的时候，由于光电倍增管漏电流 

4 12 2O 28 36 44 52 60 

Channel 

Fig．4 Cavum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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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会形成一个固定的背景，分析时可忽略。图 5是空 

气中粒子的散射荧光强度分布谱，分布比较广，但散射荧光 

在6通道位置时最强。 

晷5 Air partide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然而，从D0P粒子的散射荧光谱上可以看出，散射荧光 

最强是在12通道上(如图6所示)。TS13450油酸粒子的散射 

荧光谱分布中可以看出，最强是在14通道(如图7所示)。 

Charmel 

Fig．6 DOP particle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从散射荧光光谱上可以看出，不同生物成分的粒子。其 

散射荧光谱分布有明显的不同，从而我们能够通过其散射荧 

光强度的谱分布来进行区分 

(3)大量的生物粒子激光诱导散射荧光试验中，个别粒 

子的散射荧光通道距离很近，仅差一个或两个通道，因此， 

不能仅仅依靠散射荧光谱分布来进行比较分析，还需要一种 

相应的计算方法，即散射荧光百分比的分析法。 

[1] 

C2] 

E3] 

4 l2 20 28 36 44 52 6【J 

Channel 

Fig．7 Oleic acid particle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此分析方法是按照除去同样的背景噪声后，按散射荧光 

粒子数占粒子总数的百分比进行。实验的前提条件是利用气 

溶胶发生器发生粒子，其浓度，流量恒定。然后在发生粒子 

稳定后，进行以30 S为计数时问单位进行纪录，通过对 

气、生理盐水、芽孢繁殖体、枯草芽孢、营养肉汤(Trypticase 

soy broth)的数据分析可知，其散射荧光百分比区分更加具 

体合理，同时以生理盐水为背景进行散射荧光对比分析(如 

表 2所示)。 

Table 2 Fluorescence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biological particles 

5 结 论 

采用激光诱导荧光的方法可以对生物、非生物气溶胶、 

大气气溶胶进行粒径分布和散射荧光检测分析，给出了两种 

区分鉴别的方法，便于今后对生物气溶胶更进一步的研究。 

实验中完全改变了以往不能实时检测和测最不准的情况。同 

时该实验设备的检测和后期分析能够满足环境检测的需求， 

能更好的为环保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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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Abduction Fluorescence Spectrum for Aerosol Particl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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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describes a method tO measure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of aerosol particles in air。and a tech— 

nique used tO measure the aerodynamic diameter of aerosol particles．Experiment system design details and measurement plans 

were given．Fluorescence intensity spectra were compared with particle aerodyn amic diam eter spectra．Aa analysis method of flu— 

orescent percentage，which is useful tO identify biological aerosol particles，was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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