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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焓探针测量系统采用质量流量计测量样品气体的流量，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强烈依赖于等离子体工作气体

的组分以及在测量时必须等待在焓探头内样品气体流动达到稳定状态，因此测量时间较长 )本文介绍的快速焓探

针测量系统中，用一个已知体积的储气罐获得被抽样品气体的摩尔量，从而克服了传统焓探针的缺点，实现了在几

秒之内完成对一点的焓值测量 )本文从四个方面的实验验证了快速焓探针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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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在 "# 世纪 ?# 年代，由于对热等离子体各种过

程深入研究的需要，焓探针技术再一次受到人们的

重视 )焓探针测量是一种简便的测量高温流体温度

和速度分布的方法，@30;4 等人［’，"］详细地介绍了利

用焓探针测量等离子体温度和速度的方法 ) "###—

’#### , 的温度范围是热等离子体的主要工作参数

范围，而现有的温度测量方法运用到这个温度范围

存在各种局限：传统热电偶难以承受这一温度；激光

A7BB2<C 法和谱线强度法往往需要昂贵的光学仪器

和适宜的工作环境［%］)焓探针测量技术具有设备简

单，测量方便，并能准确给出被测气体的温度和速度

分布等特点，它已成为测量在这一温度区域内高温

气体属性的最有效的测量方式 ) ’??" 年 +1;=4<［$］在

高温等离子体射流中对激光散射技术与焓探针测量

技术进行比较，得到两者符合较好的结果 )
虽然焓探针具有简单、便宜和方便的优点，但传

统的焓探针测量有一些基本的局限性：测量时间长，

因而需要提供稳定的测量环境；气体流量计的测量

强烈依赖于被测气体的种类和成份，只能对已标定

了的气体进行测量；对混合气体基本上无法测量 )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我们搭建了一套快速焓

探针测量系统，其特点是：’）利用被测气体在热交

换后的压强 D、体积 E 和温度 F 来确定焓探针抽取

的被测气体的莫尔量；"）利用与焓探针相连的气相

色谱测量气体的成分；%）依据一定的理论计算被测

气体的热力学函数，从而得到气体的焓值 )

" > 快速焓探针测量原理

焓探针测量的基本物理思想是抽取一定量的高

温气体与冷却水进行热交换，通过测量冷却水的温

升来确定热交换量，由热交换量及被冷却后气体的

温度可以得到高温气体的焓值和温度 )同时，测量不

抽气时探针顶端的驻点压力和周围环境压力，算出

气体在抽取点的速度 )
焓探针进行高温气体焓值测量时的一个主要的

技术问题是，用精密的气体流量计来测量被测气体

的质量流量率，要求被测气体流量处于稳定状态下 )
不同于传统焓探针，快速焓探针测量系统用一个已

知容积的测量罐来储存被抽取的气体，然后根据理

想气体状态方程来确定被抽取气体的量，因此被测

气体的量可以处于非稳定状态而被测量 )
由于整个测量过程是一个非稳态状态，所有测

量值都取这个时间过程的积分 )高温等离子体气体

焓值 !’5 的确定，首先确定在非抽气状态下 " 时间

内冷却水带走的热量

#;9 G!
"

#
$·= %!";9 : &， （’）

其中!";9 是此时冷却水的温升，% 是水的比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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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冷却水的质量流量率 "
抽气状态下 " 时间冷却水所带走的热量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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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抽气时水的温升，!·( 是抽气时气体的质

量流量率 "
由（’）和（*）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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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被测高温气体的焓值 " &*( 是经过热交换

后的尾气的焓值，经过热交换后的尾气的温度一般

在 ’%%% . 以下，可由热电偶直接测得，进而可得尾

气焓值 "

图 * 测量系统结构示意图

-/ 快速焓探针测量系统

新的测量方式结合了自动控制技术，构成一套

快速的焓值测量系统，一次焓值测量的时间可以被

压缩到 - 0 左右 "

!"#" 焓探头的结构

图 ’ 为焓探头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
焓探头是由三层导热良好的紫铜管同心相套而

成，其内层管的外径是 */% 11，内径 ’/* 11，中间管

的外 径 -/% 11，内 径 */2 11，最 外 层 管 的 外 径

3/% 11，内径 -/2 11" 冷却水由中间套管导引经外

图 ’ 焓探头结构示意图

层间隙流入，经探头的顶部后再由内层间隙流出 "探
头可以承受 ’* 456 冷却水压，到目前为止探头测量

最大的焓值为 ’/7*8 9 ’%: ;<=( 而未烧毁 "
焓探针测量的灵敏度与探头的直径的大小成反

比关系，降低焓探针的空间尺寸可以提高焓探针测

量的灵敏度 "目前我们的焓探头和所见文献报道中

焓探头尺寸相比，外直径是较小的 "
高压冷却水从引脚 ’ 处注入，经过焓探头中间

套管导引后，从引脚 * 处流出，同时，一只热电偶温

度传感器也装在 * 处，用来测量冷却水的温度 "在 -
处，一只热电偶温度传感器被安置来测量尾气的温

度，用以决定尾气的焓值 &*( "在 3 处一个压力传感

器被 安 置 用 来 测 量 不 抽 气 时 探 头 顶 端 的 驻 点 压

力 ’( "

!"$" 测量系统的结构

测量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 所示 "
整个焓探针测量系统可以分成四个模块，即：

’）气体流量测量模块，*）高压冷却水及流量测量模

块，-）气体取样模块，3）数据采集和电气控制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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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流量测量模块

对于非化学反应气体，并在常温下仍旧是气态

的气体，我们可以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来确定其

质量 %
用一个已知容积 ! & ’ ( 的测量罐来储存被抽

取的气体，同时一个热电偶被安置来测量容器内气

体的温度 " 和一个压力传感器来测量容器内压力

#，然后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来确定被抽取气体

的质量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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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和 "$ "# 分别为抽气前后的气罐中的气压和

温度，$* 为抽取气体的摩尔质量 %
由所得的气体的质量 $ 和热交换量来确定高

温混合气体的焓值 %在这种方式中，以前困扰焓探针

测量的气体质量流量率问题被克服了 %
! "#"#" 高压冷却水及流量测量模块

高压冷却水流量测量模块主要由高压水泵，水

量测量系统等组成 %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对焓探头的

冷却以及流量的测量 %
冷却水由一个高压水泵提供，使冷却水能在很

小的间隙中有比较大的流量，确保焓探头在高温气

体中不被烧损 % 高压水泵压强可在 ’—$# +,- 气压

范围内调节 %一般工作水压为 . +,-%探头的接口一

定要经过加固，使之能承受巨大的压力 %
高压冷却水的流量测量是由一个质量传感器用

来测量进入量杯中水的质量 $，确定特定泵压下的

水的质量流量率 $·& $
’ ，其中 ’ 是量杯进水的时间，

可由可编程控制器中的计时器确定 %实验发现在一

定的泵压下 $·是定值 %
! "#"!" 气体取样模块

气体取样模块由数个取样管、电机和真空泵构

成，取样管用来存储样品气，电机用来推拉取样管的

活塞，取样前，由真空泵将取样管和导气管抽真空 %
之所以在这套系统中加入取样的功能，是希望

将来与气相色谱结合，将这套焓值测量系统用到多

组分气体的焓值测量中去 %由多组分气体的焓值及

其成分可以得到多组分气体的温度 %
! "#"’" 数据采集和电气控制模块

数据采集和电气控制模块是整个焓探针测量系

统的关键模块，它由可编程控制器 ,(/，模数转换器

01，直流继电器，计算机等组成；其主要实现以下两

个功能：

$）现场采集驻点气压、气罐气压、取样管气压、

高压冷却水的温度、气罐中气体的温度及经过热交

换后尾气的温度，并将采集到的数据传送到计算机

中储存 %
#）控制实验执行部件（真空泵，电机，电磁阀

等），实现快速的焓值测量 %
数据采集和电气控制模块的核心器件是一个三

菱 23#45!#+6 的 可 编 程 控 制 器，同 时 外 加 了 一 个

23#45$7896 的扩展单元作为输出冗余，其提供 $7 点

晶体管输出 %还选用了一个 :;#!# 功能扩展板，通过

它把由可编程控制器经由 01 采集到的数据传递到

上位计算机中存储 %

’ " 焓探针测量系统的实验检验

在直流等离子体（空气）射流下［<］进行了焓探针

测量系统特性的实验研究：$）就抽气状态、抽气时间

对焓值测量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地测试；#）在射流低

温区，将焓探针与热电偶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在

高温区域（等离子体炬的喷口处），测得等离子体射

流在所测量截面上的焓值、速度和密度的分布，将该

截面上射流焓值、速度和射流气体质量密度的面积

积分与等离子体炬的功率进行比较 %

!"#" 测量时间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在以前的焓探针测量系统研究中，人们很少注

意整个焓值测量所需要的时间 % =>?@@-［7］提到了焓值

测量的时间以分钟计 %降低每次焓值测量的时间，对

于提升焓探针测量系统的使用寿命和拓展焓探针测

量系统的应用范围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的测量模

式中，焓值测量是不依赖于测量时间的 %我们使用快

速焓探针测量系统在空气等离子体射流中的同一点

进行不同抽气时间下的测量，其结果如图 ! 所示 %
从图 ! 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焓探针测量系统可

以进行快速的焓值测量，在几秒钟内完成一次焓值

测量 %

!"$" 不同抽气状态对焓值测量的影响

对抽气状态进行合理的调节控制，我们需要注

意以下两个方面：

$）避免探头周围的冷气体对焓值测量的影响

当高压水冷的焓探头置入高温等离子体气体

’<A< 物 理 学 报 <7 卷



图 ! 不同抽气时间测量的焓值

中，在探头附近会形成一层低温冷气体 "在进行焓值

测量的时候，如果抽取的气体量比较小，那么焓探头

周围冷气体对焓值测量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会导致

焓值测量偏小 "
#）射流中的静力平衡条件

在焓值测量过程中，如果被抽气体在焓探头中

的流速大于射流的自由流速，那么射流的静力平衡

将不会保持，被抽取的进行热交换的气体有相当一

部分不是测量点处的气体，而是来自上游的温度较

高的气体，得到的焓值会偏大 "一般认为探头中抽样

气体的流速应接近测量点处等离子体气体的自由流

速，焓值测量才比较合适 "
焓探针系统不需要测量气体的质量流量率，只

需要测量一次抽取的气体的质量 " 在焓值测量系统

中，通过控制密闭容器和探头顶端驻点压强间的压

强差来进行抽气控制 "
定义一个变量 !$，探头顶端的驻点压强与抽气

前测量罐内的压强的差值为

!$ % ! &’( ) !*+,， （-）

式中，! &’(是探头顶端的驻点压强，!*+, 为抽气前测

量罐内的压强 "在容器的体积比较大，而且抽气时间

比较短的情况下（! &），在空气等离子体中进行了以

下实验，结果如图 . "
从图 . 看，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差范围内（/0# 1

2/) -— /0- 1 2/) -3(），焓值测量的结果是比较合理

的 "当压差比较小时（ 4 /02 1 2/- 3(）冷气体层的影

响比较大，测得焓值偏小 " 当压差较大时（ 5 /06 1
2/-3(）上游高温气体的影响显著 "测得焓值偏大 "焓
值测量在一个相当大的质量流量率范围内都是比较

稳定的［6］，这和我们的实验是较一致的 "

图 . 不同压差时测量的焓值

!"#" 低温区的焓值测量检验

空气等离子体射流的低温区域，即射流离开喷

口比 较 远 的 地 方，这 里 的 等 离 子 体 射 流 温 度 在

2///—#/// 7 范围内，可以使用传统的热电偶进行

直接测量，我们用热电偶对射流低温区域中的一点

进行了温度测量，并且查表得到其焓值；同时，使用

焓探针系统对同一点同时进行了焓值测量，以热电

偶测量值为横坐标，探针测量值为纵坐标，二者测量

结果之间的比较见图 - "

图 - 热电偶与焓探针测量的焓值的比较

图 - 各点基本上处于角平分线上，可见在射流

的低温区焓探针测量和热电偶测量符合的较好 "

!"!" 高温区的整体可靠性检验

在等离子体射流的高温区域，也就是在接近等

离子体炬喷口的区域：气体的温度高，湍流度低 " 同

--8-2/ 期 赵太泽等：快速焓探针



时，由于射流离开喷口的距离比较短，其横向热损失

比较小 !在喷口附近垂直于射流轴线的截面上，射流

通过该截面的射流的热功率，在忽略等离子体辐射

热损失的情况下，应该等于等离子体炬的输出功率 !
而通过该截面射流的热功率，是该截面上射流焓值、

速度和射流气体质量密度的面积积分 !通过检验射

流的热功率和炬的输出功率是否相当，可以反应焓

探针在焓值，速度测量的整体可靠性 !
使用焓探针在氩等离子体射流高温区域进行了

焓探针测量的整体可靠性检验：在氩等离子体射流

喷口下 " ## 处，垂直于轴线半径为 $ ## 的截面上

均匀分配了 "% 个测量点，在此射流截面进行了逐点

测量 !测量得到各个测量点等离子体射流的焓值和

速度，查表得到温度和质量密度，根据（&）式计算炬

的功率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是炬的输出功率；" 是炬工作时输入的电功率；

#·) 是炬的冷却水质量流量率；!% 是冷却水的温度进

入炬前后的变化值；$ 为水的比热；!& 是第 & 测量点的

气体质量密度；’& 是第 & 测量点测量的焓值；(& 是第 &
测量点处的速度；!)& 是第 & 测量点处的面积 !

我们进行实验时，" ’ &%++ ,，#·) ’ &- ./0，!% ’
*+1" 2!以下是实验得到等离子体射流在所测量截

面上的焓值、速度和密度分布图 !

图 & 所测截面的焓值分布

从图 &—- 中可见，等离子体射流的属性在空间

分布上是不对称的，实验测得的焓值和速度是对应

的，即在焓值比较高的地方射流速度也比较大 !
按上式求和计算得到的结果为射流在截面上的

热功率为 $&&* ,，而直流等离子体炬的输出功率为

图 3 所测截面的速度分布

图 - 所测截面的密度分布

4+++ ,，两者相差 -156 !
通过以上的实验验证，可见这种焓探针测量系

统能够快速简便的完成热等离子体气体的属性测

量，可以运用到热等离子体气体的研究中去 !

5 1 结 论

本文介绍的快速焓探针测量系统创造性的用一

个已知体积的储气罐获得被抽取样品气体的摩尔

量，用瞬态测量的方法代替了传统焓探针中稳态测

量的方法，实现了快速测量焓值的目的 !从四个方面

的实验验证了焓探针测量系统的稳定性，得出如下

结论：对一个点的焓值测量只需要几秒钟；抽取样品

气体压差在 +1" 7 *+5—+15 7 *+589 范围内时，探针

周围的冷气层和测量点上游高温射流对焓值测量的

影响最小；在等离子体射流低温区，分别用热电偶和

焓探针测量同一点的焓值，通过比较表明在低温区

焓探针的测量性能是可靠的；在氩等离子体射流喷

口 " ## 处垂直于轴线半径为 $ ## 的截面上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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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点的焓值，计算了该截面的的热功率，通过与

等离子体炬输出功率的比较，得出误差为 #$%&，表

明在高温区焓探针的测量性能同样可靠 ’

［(］ )*+,- . /，01,2-3 4 5，6+77+89 / : (""; !"# ’ $%& ’ ’()*+,- ’

!" %<
［!］ )*+,- . /，01,2-3 4 5，6+77+89 / : (""; ./0)-0 12"-&)*+3 0(4

./0)-0 .+5%"))&(6 #$ %="
［;］ >1? 0 )，@? A，B?C . D !EEE 7,%/"0+ 8,)&5( 0(4 ./0)-0 .23) ’

" =
［F］ 03,7 : 6，>1 G >，H+,7 @ G，GI3,7 ) J，>1 . >，.+,7 > !EE;

12&( ’ .23) ’ #% ((;%
［%］ 01,2-3 4 5，),K938 ) :，)*+,- . / (""; !"# ’ $%& ’ ’()*+,- ’

!" =((
［<］ H?+, @ L，>1 6，GI+C M G，.+,7 0，H? B H，B?C . D，@? A

!EEF 9%*0 .23) ’ $&( ’ &$ ;#E<（1, :I1,3N3）［袁行环、李 辉、

赵太泽、王 飞、俞国扬、郭文康、须 平 !EEF 物理学报

&$ ;#E<］

［=］ J8CNN+ O，AP3,938 Q ("## ./0)-0 12"-&)*+3 0(4 ./0)-0 .+5%"))&(6

’ =%
［#］ OCI+R39 5，B38S+1N )，O+I38 T J (""% !"# ’ $%& ’ ’()*+,- ’

!! ;F!F

!"#$% &’()"*#+ #,-.&

GI+C M+1UG3 .+,7 031 B?C )I+CU03,7 B?C .3,UD+,7V @? A1,7
（ ’()*&*,*" 5: ;54"+( .23)&%)，8,40( <(&#"+)&*3，$20(620& !EEF;;，12&(0）

（53231S39 !F 4+,?+8K !EE<；83S1N39 R+,?N281WX 83231S39 !; 4+,?+8K !EE=）

YZNX8+2X
M8+91X1C,+[ 3,XI+[WK W8CZ3 NKNX3R ?N3 XI3 O+NN 0[?\ :C,X8C[[38（O0:）XC R3+N?83 XI3 P[?\ 8+X3 CP N+RW[3 7+N ’ 6C*3S38，

XI1N R3XIC9 R?2I 93W3,9 C, XI3 2CRWCN1X1C, CP W[+NR+ *C8-1,7 7+N ?,938 XI3 2C,91X1C, CP NX3+9K NX+X3 CP N+RW[3 7+N 1,N193 XI3
W8CZ3，NC 1X X+-3N R?2I RC83 X1R3 XC R3+N?83 XI3 3,XI+[WK CP + WC1,X ’ T, C8938 XC CS382CR3 XI3 91N+9S+,X+73 CP X8+91X1C,+[ W8CZ3，
XI3 8+W19 3,XI+[WK W8CZ3 NKNX3R *3 93S1N39 R3+N?83 XI3 RC[+8 *317IX CP N+RW[3 7+N ZK ?N1,7 + -,C*, SC[?R3 7+N 2C,X+1,38
1,NX3+9 CP O0:，R+-1,7 1X WCNN1Z[3 XC R3+N?83 XI3 3,XI+[WK CP C,3 WC1,X 1, N3S38+[ N32C,9N’ MI3 +22?8+2K CP 83N?[X +2]?1839 ZK
C?8 8+W19 3,XI+[WK W8CZ3 NKNX3R 1N S381P139 XI8C?7I C?8 PC?8 91PP383,X 3\W381R3,XN ’

()*+,-./：3,XI+[WK W8CZ3，W[+NR+，W[+NR+ 91+7,CN3
0122：%!<%，%!;%，%!!%0，%!FED

V :C883NWC,91,7 +?XIC8 ’ QUR+1[：*-7?C^ P?9+,’ 39?’ 2,

=%"%(E 期 赵太泽等：快速焓探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