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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

范。本规范的仪器线性参数技术指标参考了 HJ818《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 (SO2、

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193《环境空气气态污染

物 (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工况测量范围参考

了 HJ654《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 (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等标准。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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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在线监测气体分析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测量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一氧化碳在线监测气体

分析仪的校准。
本规范中SO2、NO2、O3分析仪工况测量范围:(0~0.5)μmol/mol;CO分析仪

工况测量范围:(0~10)μmol/mol。

2 概述

环境空气在线监测气体分析仪 (以下简称仪器)检测原理主要有化学发光法、紫外

荧光法、紫外吸收法、非分散红外吸收法以及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等光谱分析方

法。采样方式为吸入式。仪器主要由采样单元、检测单元、信号处理单元、显示单元等

组成,环境空气由采样单元采样后进入检测单元,样品中被测组分通过光学传感模块经

信号处理单元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电子电路转化为数字信号,由显示单元输出SO2、

NO2、O3、CO浓度。仪器结构示意图见图1。

图1 结构示意图

3 计量特性

计量性能见表1。
表1 计量性能

校准项目
计量性能

二氧化氮气体分析仪 二氧化硫气体分析仪 臭氧气体分析仪 一氧化碳气体分析仪

仪器线性

相关系数 (r):>0.995
0.90≤斜率 (a)≤1.10

截距 (b)在测量量程的±1%范围内

示值误差 ±10%

重复性 2% 2% 2% 2%

响应时间 180s 120s 180s 120s

  注:以上各项指标不用于合格性判定,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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