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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一种新的ＣＯ２ 探空测量方 法。其 原 理 是 利 用 比 尔－歩 格－朗 伯 定 律，使 用 非 分 光 红 外 法，通 过 选 择 合

适的红外光源和红外探测器，设计了合理的电路，在定标的基础上将测量的光强转换成ＣＯ２ 浓度，制作出可用于探

空测量的实验装置。通 过 与 ＥＣ９８２０型ＣＯ２ 分 析 仪 的 地 面 对 比 实 验，结 果 表 明，连 续２４ｈ测 量 的 误 差 范 围 在

－１０×１０－６～１０×１０－６，平均误差为３．７６×１０－６，验证了设计的可行性，基本满足了大气ＣＯ２ 探空的精度需求，为

进一步研制ＣＯ２ 探空仪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大气光学；ＣＯ２ 探空测量；比尔－歩格－朗伯定律；非分光红外法

中图分类号　ＴＮ２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８／ＬＯＰ４９．１００１０３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Ｂａｌｌｏｏｎｓｏｎ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ｅｎｇ　Ｌｉｎ１，２　Ｈｕ　Ｓｈｕｎｘｉｎｇ１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１　Ｙｕａｎ　Ｋｅ′ｅ１　Ｓｈａｏ　Ｓｈｉｓｈｅｎｇ１　Ｘｕ　Ｚｈｉｈａｉ　１

Ｃａｏ　Ｋａｉｆａ１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１，２　ＬüＷｅｉｙｕ１，２　Ｙｕ　Ｈａｉｌｉ　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ｇｕｏ１，２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ｈｕ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烄

烆

烌

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ｂａｌｌｏｏｎｓｏｎ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ｅｅｒ－Ｂｏｕｇｕｅｒ－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ＮＤＩ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ＬＥ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ＬＥＤ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Ｏ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２４　ｈ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ｉｔｈ
ＥＣ９８２０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１０×１０－６　ｔｏ　１０×１０－６，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３．７６×１０－６，ｗｈｉｃｈ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ｐｔｉｃ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ｅｅｒ－Ｂｏｕｇｕ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　ｌａｗ；ｎ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ＯＣＩＳ　ｃｏｄｅｓ　０１０．１２９０；０１０．１２８０；０４０．３０６０；２８０．４７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０２；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０５；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００５０１５），科 技 部 科 技 基 础 性 工 作 专 项 基 金（２００７ＦＹ１１０７００）和 中 科 院 知 识 创 新 工 程 重

要方向性项目（ＫＪＣＸ２－ＥＷ－Ｎ０７）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冯　林（１９８７—），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激光雷达大气探测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ｌｉｎ＠ａｉｏｆｍ．ａｃ．ｃｎ
导师简介：胡顺星（１９６６—），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激光雷达大气探测方 法 和 技 术 以 及 利 用 激 光 雷 达 对 大 气

成分参数的长期观测等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ｘｈｕ＠ａｉｏｆｍ．ａｃ．ｃｎ（通信联系人）

１　引　　言

ＣＯ２ 是气候变 化 研 究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大 气 温 室 气 体。美 国 国 家 大 气 海 洋 总 署 地 球 系 统 研 究 实 验 室

（ＮＯＡＡ／ＥＳＲＬ）公布 的 数 据 表 明，全 球ＣＯ２ 的 体 积 分 数 已 由１９８０年 的３３８．７０×１０－６增 加 到２０１２年 的

３９６．１８×１０－６，３２年的时间内增加了近５０×１０－６体积分数，并且每年仍在以（１～２）×１０－６体积分数的速率

１００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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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增［１］。有研究表明，大气温室气体的剧烈增加是全球地面温度升高的主要因素，而全球气候变暖将使人类

生存环境频繁发生各种极端天气，直接对人类的各项活动带来巨大影响［２～４］。我国又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

期，是一个ＣＯ２ 排放大国，ＣＯ２ 排放逐年增加，面对严峻国际压力，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减

排力度，把“监测气候变化的过程和要素”等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行动的重点任

务之一，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开展有关碳收支和碳循环的研究，其中ＣＯ２ 空间分布的精确探测是其主要研

究内容。
目前全球对于大气ＣＯ２ 空间分布的测量还处于起步状态，主要是地面和高塔观测，依赖于分布在世界

不同地区的联合采样监测网进行观测，不过这两种方法对于研究垂直方向的ＣＯ２ 分布几乎没有作用。还可

以利用飞机进行采样观测，ＮＯＡＡ／ＥＳＲＬ的ＣＣＧＧ项目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利用飞机对北美地区大气垂直廓线

进行空气采样观测实验，飞机的采样高度从边界层 到 对 流 层（约８０００ｍ处），用 烧 瓶 储 存 采 集 到 的 空 气 样

本，以分析大气中ＣＯ２ 等气体的体积混合比的季节和年际变化趋势。此外，日本东北大学大气与海洋观测

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空中观测实验研究，通过在商业飞机上的自动空气采样设备（ＡＳＥ）进

行连续测量，取得了一些大气ＣＯ２ 季节和年平均变化趋势的廓线［５～８］，但这种方法要获得垂直分布比较复

杂、费用高昂，而且空间分辨率和精度也有待提高。而目前的气球无线电探测大气ＣＯ２ 分布的方法主要是

采用大容量气球搭载ＣＯ２ 分析仪来进行测量，它的探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探空成本也非常高，一般的科

学实验难以承 受。本 文 主 要 介 绍 一 种 质 量 轻 和 测 量 精 度 可 用 于 大 气 ＣＯ２ 探 空 的 非 分 光 红 外 测 量 方 法

（ＮＤＩＲ）。

２　大气ＣＯ２ 的测量原理

ＣＯ２ 在红外多个波段具有分立的吸收光谱线，图１是根据 Ｈｉｔｒａｎ数据库计算的大气ＣＯ２ 透射率谱线。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４～５μｍ范围ＣＯ２ 的吸收非常强，而且稳定的二极管光源也容易得到。如果选用该区

域的吸收谱线进行测量不但有利于提高ＣＯ２ 的精度，而且可以做到测量仪器体积较小，质量较轻，非常有利

于探空测量。

图１ ＣＯ２ 的红外波段大气透射率谱线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ＣＯ２

根据比尔－歩格－朗伯（Ｂｅｅｒ－Ｂｏｕｇｕｅｒ－Ｌａｍｂｅｒｔ）定律［９］，强度为Ｉλ 的红外光源通过一定长度Ｌ 的气室后，

强度衰减为Ｉ′λ，满足

ｄＩλ
ｋλρｄｌ

＝－Ｉλ， （１）

式中ｄＩλ 为通过ｄｌ厚度时强度的改变量，ｋλ 表示对辐射波长λ的质量消光截面，ρ是物质的密度。由（１）式积

分得

Ｉ′λ＝Ｉλｅｘｐ －∫
Ｌ

０

ｋλρｄ（ ）ｌ ． （２）

气室Ｌ很短，可以假定空气介质是均匀的，则ｋλ 与ρ都是恒定的，故（２）式可以表示为

Ｉ′λ＝Ｉλｅｘｐ（－ｋλρＬ）， （３）

１００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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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气体状态方程［１０］，可得

ｃ＝－ １
μＬ
ｌｎＩ′λＩ（ ）λ ， （４）

式中吸收系数μ取决于气体特性，各种气体的吸收系数μ互不相同，对同一气体，μ则随入射波长而改变，ｃ为

气体的浓度。

３　实验装置

ＣＯ２ 的测量采用非分光红外法，所谓非分光红外法，就是由光源发出的光直接穿过气室后通过滤光片

（得到单一波长的光）到达探测器；相对应的分光红外法是光源发出的光先经过分光后产生特定的单一波长

的光，再穿过气室后直接到达探测器［１１］。与分光红外法相比较，非分光红外法结构简单，从而可以有效降低

探空装置的重量，减少因结构复杂而引入的损耗等不利因素，提高探测精度。
实验装置如 图２所 示，选 用 的 光 源 是 一 个ＬＥＤ光 源，能 够 发 出２～１６μｍ的 红 外 连 续 光 谱。气 室 长

４８０ｍｍ，截面为Φ２５ｍｍ的圆。接收端采用一个双通道红外探测器，分别在探测器靶面前设置干涉滤光片，
其中一个能够通过中心波长为４．２６μｍ，带宽约０．２μｍ的光波，该０．２μｍ波段的光波受到ＣＯ２ 的强烈吸

收，将此波段作为测量通道；另外一个能够通过中心波长为３．９１μｍ，带宽约０．２μｍ的光波，但该０．２μｍ波

段的光波不受ＣＯ２ 的吸收，将此波段作为参考通道。接收的这两束光波长相近，除了ＣＯ２ 的吸收有很大的

差别外，大气中其他气体对它们的吸收近似相同。通过测量接收到的光强可以确定ＣＯ２ 的浓度。根据（４）
式可推导出测量公式为

ｃｚ ＝ｃｓｔｄ ｌｎ
（Ｉｚｅｒｏ／Ｉ０＿ｚｅｒｏ）－ｌｎ（Ｉｚ／Ｉ０＿ｚ）

ｌｎ（Ｉｚｅｒｏ／Ｉ０＿ｚｅｒｏ）－ｌｎ（Ｉｓｔｄ／Ｉ０＿ｓｔｄ）
， （５）

式中Ｉｚ、Ｉｓｔｄ、Ｉｚｅｒｏ 为高度ｚ处的环境气体、３７０×１０－６ 的标准气体、零气通过气室后在测量通道得到的光强；

Ｉ０＿ｚ、Ｉ０＿ｓｔｄ、Ｉ０＿ｚｅｒｏ 为相应气体通过气室后在参考通道得到的光强。根据（５）式，由环境气体、３７０×１０－６ 的标准

气体、零气分别在测量通道和参考通道的光强，即可得到高度ｚ处的ＣＯ２ 浓度。

图２ 非分光方法测量ＣＯ２ 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ＣＯ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采用瑞士ＬＥＩＳＴＥＲ公司生产的ＨＳＬ　ＥＭＩＲＳ２００型号的ＬＥＤ红外光源，该红外光源具有良好的黑体特性，
发射光谱范围为２～１６μｍ，加热时间和冷却时间很短（分别为１１ｍｓ和１７ｍｓ），可以采用电脉冲调制的方式

调制红外光源以维持热平衡［如图３（ａ）所示］。采用德国 Ｈｅｉｍａｎｎ公司生产的 ＨＴＳ　Ｅ２１Ｆ３．９１／Ｆ４．２６型号

的ＣＯ２ 红外气体传感器，该探测器为双通道热电堆探测器，可用于测量环境中的ＣＯ２ 浓度。测量通道中心

波长４．２６μｍ，参考通道中心波长３．９１μｍ。两通道对波长的选择性如图３（ｂ）所示。
采用ＴＩ公司的超低功耗 ＭＳＰ４３０系列单片机，时钟频率８ＭＨｚ，工作电压３．３Ｖ。该单片机具有超低

功耗的特点，多应用于需要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仪表中。因为探空仪使用的是电池，其电压会逐渐下降，
不会稳定在３．３Ｖ。所以ＡＤ转换时采用的供电电压为单片机的内核电压（２．５Ｖ），只要单片机供电电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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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光强与调制频率的关系；（ｂ）两通道对波长的选择性

Ｆｉｇ．３ （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ｂ）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从３．３Ｖ下降到２．５Ｖ，其内核电压就能维持在２．５Ｖ。
通过采用电调制红外光源、红外滤光一体化探测器、探测器局部恒温等技术，将红外传感器信号等设置

在一块电路板上。设计了高增益稳定可靠的前置放大器，经二级放大、滤波之后，输出一个与气体浓度对应

的信号，通过定标可得到ＣＯ２ 的浓度。所设计的电路部分流程图如图４所示［１２］，最后设计出的实验装置如

图５所示。

图４ 电路部分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图５ 实验装置图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４　定　　标
根据（５）式，高度ｚ处 的ＣＯ２ 浓 度，仅 与３７０×１０－６

标准气体的浓度 ｃｓｔｄ，还有零气、标准气体、高度ｚ处

的环境气体分别通过气室前、后的光强有关。通过交替测量标准气体、零气和环境气体（例如每种气体交替

通入气室２０ｓ），即可得到标定后的ＣＯ２ 浓度。通过这一方法，非常巧妙地最大程度地规避了探测器响应的

均匀性问题、受温度变化影响问题、光源均匀性问题等因素对探测精度的影响。然而这一方法需 要３７０×
１０－６的标准气体和零气，比较复杂，在初步验证阶段，可以采用以下简单易行的方法进行初步定标。

由（５）式得

ｃｚ ＝ａｌｎ（Ｉｚ／Ｉ０＿ｚ）＋ｂ， （６）

式中ａ＝ －ｃｓｔｄ
ｌｎ（Ｉｚｅｒｏ／Ｉ０＿ｚｅｒｏ）－ｌｎ（Ｉｓｔｄ／Ｉ０＿ｓｔｄ）

，ｂ＝ －ｃｓｔｄｌｎ（Ｉｚｅｒｏ／Ｉ０＿ｚｅｒｏ）
ｌｎ（Ｉｚｅｒｏ／Ｉ０＿ｚｅｒｏ）－ｌｎ（Ｉｓｔｄ／Ｉ０＿ｓｔｄ）

，所 以ｃｚ 与ｌｎ（Ｉｚ／Ｉ０＿ｚ）成 线 性

关系。
实验中，将该实验装置与ＥＣ９８２０型ＣＯ２ 分析仪的采气口放在同一位置，进行同步对比观测。从探测器

的两通道可以获得表征Ｉｚ 和Ｉ０＿ｚ的数字量，然后可以求得－ｌｎ（Ｉｚ／Ｉ０＿ｚ）。２０１２年３月７日１６：００到３月８日

１６：００进行了实验，ＥＣ９８２０型分析仪测得的ＣＯ２ 浓度与－ｌｎ（Ｉｚ／Ｉ０＿ｚ）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６所示，该图

反映出ｃｚ 与－ｌｎ（Ｉｚ／Ｉ０＿ｚ）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通过线性拟合（如图７所示），可以求得：ａ＝－６１０６，ｂ＝１８９６；
代入（６）式可以得到定标公式

ｃｚ ＝－６１０６ｌｎ（Ｉｚ／Ｉ０＿ｚ）＋１８９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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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ＣＯ２ 浓度与－ｌｎ（Ｉｚ／Ｉ０＿ｚ）随时间的变化图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ｗｉｔｈ－ｌｎ（Ｉｚ／Ｉ０＿ｚ）

图７ ＣＯ２ 浓度与－ｌｎ（Ｉｚ／Ｉ０＿ｚ）的线性拟合

Ｆｉｇ．７ 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ｗｉｔｈ－ｌｎ（Ｉｚ／Ｉ０＿ｚ）

５　地面对比实验
在得出定标公式之后，２０１２年３月９日１８：００到３月１０日１８：００进行对比实验，将ｌｎ（Ｉｚ／Ｉ０＿ｚ）代入（７）

式，得到ＣＯ２ 的浓度，再与澳大利亚ＥＣＯＴＥＣＨ公司的ＥＣ９８２０型ＣＯ２ 分析仪测得的数据进行对比（如图８
所示）。以ＥＣ９８２０型ＣＯ２ 分析仪的数据为标准，该实验装置的测量误差如图９所示。误差范围在－１０×
１０－６～１０×１０－６；经过统计分析，其在２４ｈ的标准差为３．７６×１０－６［１３］，表明该实验装置已经有了较高的测

量精度，然而在细节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因为表征Ｉｚ，Ｉ０＿ｚ强度的数字量日变化范围分别在１６７～１７２和

１３０～１３５之间，变化范围比较小，而噪声引起的随机波动通常在１～２个数值，所以信噪比有待提高。其中

传感器、放大器和其他元件的寄生热是影响信噪比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气溶胶、Ｎ２Ｏ等因素也会对测量精

度造成一定影响。数据处理时，通过低通滤波，虽然很好地提高了信噪比，但是却对细节的精细刻划有影响，
下一步将重点攻关该难点［１４～１６］。

图８ 实验装置与ＥＣ９８２０型ＣＯ２ 分析仪的对比实验数据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Ｃ９８２０

ＣＯ２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图９ 实验装置的测量误差

Ｆｉｇ．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６　结　　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 新 的ＣＯ２ 探 空 测 量 方 法，研 制 出 实 验 装 置，完 成 了 地 面 对 比 测 量 实 验，误 差 范 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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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６～１０×１０－６，在２４ｈ的标准差为３．７６×１０－６。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测量精

度，能够满足测量需求。下一步将继续开展ＣＯ２ 探空仪的研制，拟通过探空实验，进一步验证设计思路的可

行性，并在此基础上获取准确的大气ＣＯ２ 空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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