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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概述 
Honeywell 2131C钠离子分析仪是基于微处理器单元用于在线化学水处理中的钠  
离子测量。主要用于电厂测量包括混床出口,提取泵出口,锅炉进水,锅炉室水样。 
2131C测量范围在 0.01ppb之 10ppm。  

 1.2   主要性能特点      
2131C钠离子仪表特点包括： 
    1   测量范围 

• 测量范围宽-0.01ppb-10ppm。分析仪自动根据连续显示的浓度和温度调

整测量范围。 

• 自动温度补偿。 

• 过热样水保护。 

  2  标定     

• 一点和两点标定。 

• 试剂和标准液耗量低。 

• 内部诊断可显示电极状态。 

   3  用户界面 

• 128 X 64点带背光 LCD。 
• 大显示屏 
• 面板上有 4个触摸建 
• 显示屏底部两行用于用户信息显示。菜单驱动软件运行包括诊断，设
置，标定，分配模式。 

   4    通讯接口 RS232或 RS485使用MODBUS通讯协议 
   5    仪表配置：        

• 操作者进行输出接收和报警点设置  
• 工厂默认设置可简单的进行上传或下载用户设置  

    6    自动存储最后 10个标定和报警值。 
   7    完成仪表自诊断-独立的变送单元可以独立的自测。 
   8    分配模式工具 
   9    3个用于高，低，通用报警的继电器 
  10   两个带隔离的 4-20mA输出 
  11   宽范围电源输入 90VAC之 250VAC 

 

 



                                                                                                                   

  1.3   系统介绍和结构 
 2131C钠离子分析仪表包括以下部分： 

   1   水样部分（传感器单元） 

        a   水力板包括反应器，流通池，管路，电热器和管线阀 
        b   钠离子测量电极和参比电极 
        c   试剂瓶 
        d   分离的钠离子标准液瓶（CAL1和 CAL2） 
 

   2   前置放大器和接线盒单元   

   3   变送单元（电器部分）     

 

 
           
             变送单元   
 
  
 
 
 
 
 
 
 
 
 
 

 
                                                                                               

 
 
                水样测量部分   
 
 
 
 
 
 
 



                                                                                                                   

 1.3.1   水样测试单元 
2131C钠离子测量系统可以测量样水入口的钠离子浓度。管线阀可以在样水和 

标定的两种标定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在正常模式下，进样水从入口经过管线阀流经加热器通过流通池到钠离子测量和

参比电极。电极即时传送一个样水中的钠离子相应的比例电压。电气单元对输出

进行测量并相应传唤成 ppb或 ppm。调节电热器测试样水温度从而进行温度偿。

如果水温超过 131华氏度，样水自动地转向排放口同时显示器上显示“HOT”。 

 

   
                                                钠离子分析仪流程图 

 

1.3.2   前置放大器和接线盒 
2131C钠离子分析仪需用前置放大器把电极输出的电压信号放大和转换成比例电 

流信号。电热器输出也通过前置放大器进入变送器单元。在接线盒内的从电极出  

来的接线端子发送信号到前置放大器。连接盒中是电极快速连接端子。 

1.3.3   变送器单元 
  变送器单元将从前置放大器过来的电极响应和温度输出转换成相应的钠离子浓 

 度和温度。变送器单元控制所用的分析系统操作。显示器是带背光的ＬＣＤ。 



                                                                                                                   

2  安装 

2.1   仪表安装  

 
安装尺寸图 

   2.1.1   位置和布线 
将分析仪安放在清洁，无振动区域同时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的直射。避免在 

安装区域放置氯气设备。2131C钠离子表默认设计为两个分离的部分（变送器和 

样水部分）。分析部分安装位置离变送器部分不要超过 100米（330英尺）。 

   2.1.2   变送器单元 
变送器部分控制仪表的运行操作。供电电源，CPU板，DIO板和电源输入接线 

盒都安放在变送器单元内。变送器单元的防护等级为 NEMA 4X。  

变送器外形尺寸 



                                                                                                                   

2.2   样水要求 
     样水不要超过说明里写明的最大额定温度和压力。进入系统的样水要有适于测 

 量的温度和压力。如需要的话用户需要使用减温减压装置。如使用减压装置，需   

    要在采样点和样水入口之间加个减压阀确保安全。 

    

 2.3 外部管道连接 
 

           
                                          仪表底部管道连接  

 2.4   电器连接—电源输入  

    
                                                          分析仪电源连接    

 
 
 



                                                                                                                   

 

2.4.1   水力测试单元  
  

 

 
水力测试内部管路图  

 
 
 
 
 
 
 
 
 
 
 
 

警示： 
虽然仪表本身有内部保险保护，但操作员必须使用合适的外部保险设备

例如保险或是微型电路断路保护器（MCB）。     

在进行任何连接操作时关断电源开关和高压操作回路。仪表使用的是交

流电。在使用时一定注意避免出现可能的电器伤害。 



                                                                                                                   

2.4.2   前置放大器单元 
 

 
前置放大器外形  

 
   1  使用多芯电缆（8芯）将变送器接到变送器的 J3端子上： 

       Pin 1（黑色） 
       Pin 2（黑/白色） 
       Pin 3（红色） 
       Pin4（白色） 
       Pin 5（红/黑色） 
       Pin 6（绿色） 
       Pin 7（蓝色） 
       Pin 8（橙色） 
 
2  将多心的（两心 PVC屏蔽电缆）钠电极接口结到变送器的 J1端子上。  
       红色线                                ：参比电极结到 J1的 1接线端上 
       黑色线                                ：钠电极的+ve结到 J1 的 3接线端子上 
       黑色头透明线                    ：钠电极的-ve结到 J1 的 2或 4接线端子上 
 
3  将多心的（两心 PVC屏蔽电缆）电热调节器接口结到变送器的 J2端子上。  
       蓝色线                                ：电热调节器的+ve结到 J2 的 1接线端子上 
       红色线                                ：电热调节器的- ve结到 J2的 2接线端子上 
       黑色头透明线                    ： 屏蔽线到 J2 的 3接线端子上 
 
 

 



                                                                                                                   

2.4.3 变送器单元 

 
为增加通路需进行如下必要的连接：   

去掉变送器的顶部保护套。按照以下进行接线： 

• 电源 

• 管线阀和报警 

• 前置放大器输入（传感器和电热调节器接线） 

• 4-20mA输出和通讯接口 

 

 
 
 
 
 
 

  警告：切记连接电源接地线保证个人的安全，降低无线频率干扰，对电源供

   电的进行干扰过滤。 

注意：在连接主电源接线时检查主电源电压正确。 



                                                                                                                   

 
 

 
 
 

2.4.4交流电源开关盒    
如果用户想硬连接到系统需选用交流电源开关盒（P/N P1000-059）。 

    通过开关盒上的绿色键来开/关仪表的电源。仪表通电后绿色按键会闪烁。 

    接线盒防护等级为 IP66包含 3相的供电（火线、接地、零线）  

 
                                                   交流电源开关盒 



                                                                                                                   

    2.4.5   变送器的接线                             
     数字 I/O卡安装在 CPU卡上。CPU卡和 DIO卡通过平型电缆和双连接口和其它 
     部件进行通讯。电源通过常用的电缆和接口向相应的卡件供电。 
   PCB的大致尺寸如下： 
             CPU卡-131.5mm(长)x 130mm(宽) 
             数字 I/O卡- 131.5mm(长)x 100mm(宽) 
             电源卡 x 2-- 127 mm(长)x 76.2mm(宽) [安装在公用的保护盒中] 
所有现场 I/O通过密封管接进仪表。将传感器输入的所有现场 I/O接到 
PHOENIX接线端子上。端子插座是带插口的垂直的 

 
 前置放大器输出到变送器的连接： 

8芯的 PVC屏蔽电缆从前置放大器的输出接到 CPU卡的 J6接线端，如下 
       Pin 1（黑色） 
       Pin 2（黑/白色） 
       Pin 3（红色） 
       Pin4（白色） 
       Pin 5（红/黑色） 
       Pin 6（绿色） 
       Pin 7（蓝色） 
       Pin 8（橙色） 

卡 接线端子 接线柱号 接线颜色 
CPU J6 1 黑色 
CPU J6 2 白/黑色 
CPU J6 3 红色 
CPU J6 4 白色 
CPU J6 5 红/黑色 
CPU J6 6 绿色 
CPU J6 7 蓝色 
CPU J6 8 橙色 

 
  
    输出电流到变送器的连接： 
 两路 4-20mA电流输出提供比例的模拟输出对应相对的钠离子含量接线到 CPU 
 卡 J1接线端子上。如下图： 
  

卡 端子排 接线柱 端子 
CPU J1 1 Iout1 
CPU J1 2 FGnd 
CPU J1 3 Iout2 
CPU J1 4 FGnd 

 



                                                                                                                   

 

 
 
    报警输出到变送器的连接： 
 输出的接线端子显示如下： 
  

卡类别 接线端子牌 报警／管线

阀 
接线柱号 接线端 

数字板 J3 1 NC5 
数字板 J3 2 COM5 
数字板 J3 

 
高限报警 

3 NO5 
数字板 J3 4 NC6 
数字板 J3 5 COM6 
数字板 J3 

 
低限报警 

6 NO6 
数字板 J3 7 NC7 
数字板 J3 8 COM7 
数字板 J3 

 
备用继电器 

9 NO7 
   
 类似的用于通用报警的电压接触接到 J2端子上显示如下： 
    

卡名 连接端号 报警/管线阀 插线号 连接端 

数字卡 J2 1 NC1 

数字卡 J2 2 COM1 

数字卡 J2 

 
通用报警 

3 NO1 

 
     管线阀到变送器的连接： 
     J2接线端接线是管线阀用于标定的，是安在数字 I/O卡上 
      

卡号 接线端号 报警/管线阀 插线号 连接端 
数字卡 J2 4 S1+（红色） 
数字卡 J2 

管线阀 1 
 5 S1+（黑色） 

 
 
 
 

注意：对于没负载的连接，建议分别在 1和 2、3和 4接线柱上连接一个
470欧目的电阻负载。 



                                                                                                                   

 3  分析仪的操作 

 3.1 仪表操作 

 
系统流路图   

 

2131C钠离子系统由分离的金属组合件和塑料外壳组成。内部水力部分和管路部分 

安装在采样板上。样水通过安在外壳底部的进样管流入然后先流过热交换器。热交

换器用于保持样水温度和在进行标定时的标准夜温度。液体温度的突然或猛烈的变

化会对电极的测量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样水流过热交换器后，样水会通过一个三路的管线阀，经过管线阀后样水流过稳

流器，通过稳流器后被送到 T型块，其主要用碱蒸汽加入样水中以进行调节提高

PH值。样水和碱蒸汽混合后，样水会被送到测量通道使钠离子测量和参比电极对

样水进行测量。 

样水通过电极测量区后通过外壳底部的溢出口流出。在钠离子测量电极和绀汞参比

电极之间的电压是与钠离子含量成对数关系的。电极的信号进入前置放大器，将电

压转换成电流。通过内部连接电缆将前置放大器的信号送到变送器单元。 

温度传感器安放在电极流通池中进行样水温度的监测。电热调节连接到变送器电元 

进行从电极输出的温度补偿范围在 5摄氏度到 55摄氏度内。 



                                                                                                                   

分析仪的标定是通过微控制器控制的。用户连接好变送器单元和水力测量部分是成

功的两点标定所必需的。3.7章有详细的标定程序信息。在成功标定后，测量单元

进行正常的测量。在分析仪对介质温度进行自动补偿后仪表以 PPb和 PPm显示。 

3.2报警 
样水浓度报警 

在 2131C测量系统进行正常操作模式时一个报警为低限报警而其它设置为高限报

警。报警 1设为低报警在钠离子含量低于设置值时启动。报警 2设为高报警同时在

钠离子含量高于设置值时启动。两个钠离子报警可控制继电器动作。每个继电器有

一对触点改变值。报警继电器的端子连接在 DIO板上的 J3 上。 

 

浓度报警描述 

序号 报警 描述 

Ａ１ 低限报警 低于设定点时启动 

Ａ２ 高限报警 高于设定点时启动 

 
其它报警描述 
报警 描述 

ＣＦ 标定失败 

ＨＯＴ 温度超限 

ＴＭＥＰ 没有电热调节器响应 

ＯＵＴＰＵＴ１ Ｏ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１ ＯＵＴ  

ＣＯＮＣ．ＬＯＷ 浓度低于低限报警设置点 

ＣＯＮＣ．ＨＩＧＨ 浓度高于高限报警设置点 

ＯＶＲ 浓度超出仪表最大测量范围 

 
 
 
 



                                                                                                                   

 启动 

• 将电源线插进安在变送器单元的交流电源接线端上并打开系统。按 3.4 章节

过程打开电源。在打开电源后仪表进入测量模式。 

• 分析仪自动显示钠离子浓度。测量单位（ppb、ppm）显示在显示屏的右

边。 

• 如果是第一次启动分析仪或没有长时间运行，则需要对仪表进行标定。 

3.3   电源启动过程 
• 启动仪表开关则如下述图显示过程：    

 
 
 
 



                                                                                                                   

  
 
      仪表５秒后进入测量模式         
 
  
 
 
 

3.4   按键功能    

         
 
在面板上有４个按键用于操作／显示／编辑参数和菜单。按键功能如下显示： 

 ＭＥＮＵ：菜单键 

按菜单键后可以返回主菜单、可以显示主菜单。有七个主菜单选项和两个子菜单 

可在同时不同的两行显示。 

DOWN ARROW：上下键 

可以操作选择菜单不同的选项。在输入数字时可作为数字加减键使用。 

RIGHT ARROW：左右键 



                                                                                                                   

该键用于选择指针的位置；指针可左右向移动。 

ENTER：确认键 

由于进入不同菜单的确认键。用于输入数字和存储的确认。 

       
 
 
 
 

3.5  主菜单—分析仪模式 
 一共有 6个主菜单选项；如下： 

1 MEASUREMENT—在正常模式下显示不同信息 

2 CONFIGURATION—用于分析仪的配置和设置 

3 MANUAL CALIB—标定操作 

4 FAIL SAFE—用于分析仪的关停和断电 

5 DIAGNOSTICS—存储自诊断的数据目录和日志 

6 DISPATCH MODE—用于电子诊断和标定 

使用MENU键进入主菜单。如下所示：    

 
 

3.5.1 测量模式 
  按确认键进入测量界面。如下所示： 
 

 

 
用上下键

选任何可

动作报警 



                                                                                                                   

3.5.2  配置 
  使用向下键选到配置菜单选项，如下： 
 

 
 
 
 
按确认键进入配置菜单：子菜单如下：   

 
 
按向下键转到下级菜单。配置菜单有如下 7个子菜单： 

1 CALIB SETUP—察看/改变自动或手动标定的频率和设置 

2 O/P mA SETUP—察看/改变输出报警设置 

3 ALARM SET PTS—察看/改变高/低/一般报警的设置 

4 DATE＆TIME—察看/改变日期和时间设置 

5 SERVICE PARAMS—密码保护；在标定时的控制阀时间 

6 SERIAL PORT—察看/改变异地界面通讯的设置 

7 PREVIOUS MENU—回到上一级主菜单 

  

 

 

 

 

注意：如果超过 60秒不触动键盘，分析仪自动转换成测量模式显示。



                                                                                                                   

3.5.2.4 标定设置 
 

 
 
 
 
3.5.2.5  O/P mA 设置 
当 O/P mA菜单显示后按确认键。显示如下： 
 

 
 
3.5.2.6 
   在显示出报警设置菜单后按确认键。 
   出现如下显示： 

  
 
 
 

• “XXX.XX”和 PPX的最后
一个字母都是可编辑的。 

• 按向右箭头键 
一次：选择第一个‘Ｘ’ 
两次：选择第二个‘X’ 
三次：选择第三个‘Ｘ’ 
四次：选择第四个‘Ｘ’ 
五次：选择第五个‘Ｘ’ 

• 在选择任一个‘Ｘ’后用向

上箭头键增加后按确认键。 
• 当上一级菜单显示后按确认

键，循环显示上级菜单。  

• “XXX.XX”和 PPX的最后
一个字母都是可编辑的。 

• 按向右箭头键 
一次：选择第一个‘Ｘ’ 
两次：选择第二个‘X’ 
三次：选择第三个‘Ｘ’ 
四次：选择第四个‘Ｘ’ 
五次：选择第五个‘Ｘ’ 

• 在选择任一个‘Ｘ’后用向

上箭头键增加后按确认键。 
当上一级菜单显示后按确认 
键，循环显示上级菜单。  

• “XXX.XX”和 PPX的最后
一个字母都是可编辑的。 

• 按向右箭头键 
一次：选择第一个‘Ｘ’ 
两次：选择第二个‘X’ 
三次：选择第三个‘Ｘ’ 
四次：选择第四个‘Ｘ’ 
五次：选择第五个‘Ｘ’ 

• 在选择任一个‘Ｘ’后用向

上箭头键增加后按确认键。 
当上一级菜单显示后按确认 

    键，循环显示上级菜单。 



                                                                                                                   

3.5.2.7 
 在显示日期和时间菜单时按确认键。 
 出现如下菜单选项：  
 

 
 
 
 
 
 
 
 
 
3.5.2.8 
   在出现菜单时按确认键。  
   出现如下菜单： 
 

 
 
 
 
 

• DD,MM,SS,HH MM,SS都是可编
辑的参数,DD代表天,MM代表
月,YY代表年,HH代表小时,MM
代表分钟,SS代表秒。 

• 按向右方向键 
一次：选择第一个‘DD’ 
两次：选择第二个‘MM’ 
三次：选择第三个‘YY’ 

• 对于光标显示的参数可用向下箭

头键调整数值后按确认键。 
当上一级菜单显示后按确认 

               键，循环显示上级菜单。 

• “XXX”的每一个字母都是
可编辑的。 

• 按向右箭头键  
一次：选择第一个‘Ｘ’ 
两次：选择第二个‘X’ 
三次：选择第三个‘Ｘ’ 

• 在选择任一个‘Ｘ’后用向

上箭头键增加后按确认键。 
当上一级菜单显示后按 
确认后。认键，循环显示 
上级菜单。 



                                                                                                                   

3.5.2.9 
 
在出现返回上级菜单显示时按确认键可返回上级菜单。 
 

3.5.3  
进入标定主菜单后按确认键；出现如下显示： 

 
 
                      按确认键                                                         按向下建 

                        
 

 
 
 
 
 
 
 
 
 
 
 
 
 

按 enter 键可中断
标定或循环。 
 
 
 
 
仪表会提示用户

在在 CAL1标定
循环完成后更换

标定液。  
 

• “XXX”都是可以编辑的参数 
• 按向右方向键 
一次：选择第一个’X’ 
两次：选择第二个’X’ 
三次：选择第三个’X’ 

• 在选定任一个‘Ｘ’后用向下方

向键调整数值后确认。 



                                                                                                                   

3.5.4 安全失效 
 该模式用于关闭安全模式可以改变必要的参数和默认设置。操作如下： 
     
 

 

 
 
 
 
 
 
 
 
 
 
 

注意：在没有进入安全失效模式就随便关闭系统，会导致系统在重新启动后

出现故障。  



                                                                                                                   

3.5.5   诊断 
提供完全的诊断设置是更改系统参数和诊断如开/关继电器的之类任务。 
 

 
 
按确认键进入显示子菜单。如下：  

 
诊断菜单有如下子菜单： 

SOLENOID CHECK—主要检查管线阀的操作 

CALIB LOG—存储最后 10个标定数据 

ALARM LOG—存储最后 10个报警数据 

PROBE DETAILS—用于历史纪录的电极输入数据 

THERM CHECK—检查电热调节器的即时输出 

SENSOR CHECK—检查电极的即时输出 

RELAY CHECK—检查继电器的状态 

O/P mA CHECK— 4-20mA输出 

DIGITAL I/PS—检查数字 I/Ps的状态 

SERIAL CHECK—检查通讯端口状态 

S/W VERSION—显示当前软件版本 

PREVIOUS MENU—返回上级菜单 

 
 
 
 
 
 



                                                                                                                   

3.5.5.4 管线阀检测 
 该模块用于检查管线阀操作/状态。过程如下： 
 用向下方向键选定你要启动的阀按确认键后启动阀： 
 
 

 
 
3.5.5.5 标定日志 
标定日志存储在标定时的相关数据。每一个标定日志两个 
分离页面（按向右方向键在两页间选定） 
 
 

 
标定日志首页： 

   Calibration-一点标定，两点标定 

   Type-主菜单 

   Date-标定日期 

   Time-标定时间 

标定日志第二页： 

   Strength-标定效果 

   PASS/FAIL-标定结果 

   m1-标定 1毫伏值显示 

   m2-标定 2毫伏值显示 

 
    
 
 

按向上，向右键

后按确认键进入

菜单。 



                                                                                                                   

3.5.5.6  报警日志 
 
  按确认键后出现如下菜单：  
  典型日志形式如下： 

Alarm Name-输出１设置，高浓度设置 
Date-报警日期 
Time-报警时间 

    
 
3.5.5.7 电极详细情况 
 
 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出现如下显示： 
 

 
 
MfgDT是菜单可编辑部分。编辑过程看 DATE AND TIME部分。  
 
 
3.5.5.8  电热调节器检查 
 
 按确认键显示如下菜单： 
 

 
 
按确认键中断程序。系统会循环会上级菜单。如 30秒后没有操作菜单系统返回测
量显示模式。 
 
 
 
 
 
 
 



                                                                                                                   

3.5.5.9  传感器检测 
 

 
 
 Zero-Offset 过程： 

 零点偏移的操作可以防止任何对于读数显示的背景噪音。操作零点偏移需先进入 

Zero offset检测菜单后确认。可以设置电极输出的毫伏值。在操作该程序前必须 

将测量电极和参比电极拆掉连接线。 

 

3.5.5.10  继电器检测 
 

 
 
按向下方向键两次进入如下菜单： 
 

 
 
该模式用于报警测试。按向下方向键选择下级菜单按确认键。按向右方向键选择 

继电器后按向下方向键确认后启动或闭合报警。 

 
 
 
 
 
 



                                                                                                                   

3.5.5.11  输出 mA 检测 
 

 
默认输出 1mA值光标亮。用向下方向键选择输出 1mA或上级菜单。 
按确认键显示如下： 
 

 
按向下方向键显示如下： 
 

 
 
按确认键显示如下： 
 

 
 
 
 
 
 
 
 
 



                                                                                                                   

3.5.5.12 数字Ｉ/PS 
 

 
“XXX⋯”。按任意四个键看状态变化。 
 
 
3.5.5.13 连续检测   
    

 
选择通讯类型（RS485或 RS232）后确认检测连续输出。用户可看到如下显示： 
 

 
 
 
3.5.5.14  S/W 编本 
 

 
 
 
 
 
 



                                                                                                                   

3.5.5.15 上级菜单 
 
 选择 PREVIOUS MENU菜单循环返回上级菜单。 
 

3.5.6分派模式 

﹡﹡DISPATCH MODE只有用于 Honeywell在室内的测试。﹡﹡ 
 
按菜单键和向下方向键六次进入该模式然后按确认键显示如下： 

 
输入密码显示如下：  

 
在连接后按确认键或在３０秒后显示如下：  
 

 
 
系统在分派模式。 
按确认键中断该模式。 
 
 
 
 
 
 



                                                                                                                   

3.6  标定过程 
 在标定开始之前，先准备两个试剂瓶用高纯水清洗干净然后装上新配置好的钠离 

 子标准液。如用户只进行一点标定，准备好 100ppb的标准液。 

 如果用户要进行两点标定，需要准备好 100ppb和 1ppm两种标准液。 

 用户可根据分析仪运行情况和电极使用情况来设定标定间隔时间。Honeywell建议 

用户至少一个月进行一次标定，然而频繁的标定会由于改变电极的响应而消除仪表

的漂移。在进行标定循环前请确认已完成如下工作： 

        1 在标定瓶（低）CAL1中装入低浓度的标准液（100ppb） 

        2在标定瓶（高）CAL2中装入低浓度的标准液（1ppm） 

        3 在标定过程中需将高/低浓度的标准液加入到系统中。 

 

3.6.1  一点标定 
      只有在分析仪首次使用成功进行两点标定后以后才可使用一点标定。对于一点 

      标定，管线阀启动低浓度标液进入反应池。在一点标定时，分析仪通过改变在  

      两点标定时给出的斜率偏移量来进行一点标定。 

 

 一点标定的操作： 

 ⑴按MENU键 

 ⑵使用向下键转到MAN CALIB项按确认键进行选择 

 ⑶选择。上级菜单有用户选择标定的多种标定选项。  

 ⑷选择一点标定按确认键  

 
 
 
 
 

 



                                                                                                                   

 ⑸一旦一点标定开始在仪表的显示板底部就会显示如下信息： 

 
 

 ⑹在一点标定成功完成后就会显示如下信息同时系统会返回正常测量模式： 

 
 万一标定失败系统会有如下显示。 

 

   3.6.2  两点标定 
           在两点标定时管线阀首先启动标定液 1流进反应池。一旦分析仪测量完标定 

           液 1后管线阀失效分析仪提示用户联接标定液 2。一旦标定瓶 2联接好后用 

           户必须按一下确认键这时管线阀再次启动因此允许 CAL2标准液流入反应池 

           分析仪的标定是通过标定液 1和标定液 2测量和毫伏指的改变和比较斜率的 

           理论值。 

           两点标定的操作： 

           ⑴按MENU键 

        ⑵使用向下键转到MAN CALIB项按确认键进行选择 

        ⑶选择。上级菜单有用户选择标定的多种标定选项。 

        ⑷选择两点标定按确认键    

 



                                                                                                                   

 
            ⑸一旦两点标定开始 CAL1标准液开始流入系统同时 LCD的底部两行会有 
                如下显示： 

 
   ⑹在 CAL1标准液完成后，“CAL2”的字样会显示在显示屏上。用户必须 
    从第一种标准液瓶上拆下联接管然后连接到第二种标准液瓶上。 

 
 
   ⑺一旦连接后用户必须按确认键 CAL2标准液开始流入系统同时显示如下： 

 
   ⑻在成功完成两点标定后屏幕上会显示如下信息同时   

 
一旦标定失败会显示如下信息：  

 

 注意：在标定过程中任何时间按 ENTER键就可中断标定循环。为了避免  键

盘误操作，只有在用户确认信息后才中断标定。一旦中断标定过程，分析仪就

显示正常测量画面。      



                                                                                                                   

     3.6.3  标定失败  
      如果在电极响应没有达到要求时在两点标定后会出现标定失败。 在两点标定时 

      的电极斜率低于 83或大于 110时就会发生标定失败。 

 

4  自诊断—标定失败 

  斜率低于 83% 

  确认标定试剂瓶中充满标准液 

  检查底部不锈钢夹管事否有蒸汽泡沫漏出。 

  检查试剂溶液的情况 

  再生钠离子测量电极。在钠电极经过再生后而斜率没有改进，就需要更换新 

  的测量电极。 

  斜率大于 100%  

   可能是参比电极出问题。检查参比电极的状态如需要重新添加填充液。 

   检查参比电极如需要的话更换参比电极 

   确认标准液试剂瓶中充满标准液。 

   斜率很低或是 0%斜率 

   检查管线阀的运行情况 

   检查标准液通过反应池的情况 

   检查参比电极中的盐溶液的水平 

   检查经过一支已知好坏的参比电极替换后的参比电极的开电路情况 

   检查所有电极连接盒内的电气连接和内部管路连接 

   确认两个标准液试剂瓶中充满标准液。 

 

 

 



                                                                                                                   

5  日常维护 

 5.1  缓冲溶液  

         

 有两种缓冲液可供用户选择，选择哪种主要是依靠测量的需要。使用氨水溶液来 

 调整 PH值到 10.7，该 PH值适于大约 0.5ppb左右的钠离子测量。对于浓度低于 

 0.5ppb的待测介质，其中的氢离子干扰会影响测量所以要建议选用二异丙胺溶液 

 这样调整溶液 PH值在 11.2到 11.5左右。 

 浓缩氨水溶液—1升 

 Honeywell推荐使用 35% w/v的溶液，但对于低浓度的可使用 29% w/v的溶液。 

 二异丙胺溶液—50% 

   将 500毫升高纯水放入缓冲液瓶中然后小心加入 500毫升分析试剂（C  H  ）NH 

      搅拌均匀后冷却到室温然后盖上盖子。 

 

注意：这些缓冲液是有略微毒性和危害的需小心处理。 

 注意：在处理该溶液时要带防护装置。氨水会烧伤和刺激眼睛，呼吸系统和

 皮肤。戴好橡胶手套和护眼镜。对于热天氨水乘放瓶中压力增高时小心松开

  瓶盖。 

  注意：二异丙胺是易燃带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液体。在使用时一定要小心

  如下几点一定要注意： 

  避免吸入蒸汽避免液体碰到皮肤和眼睛。 

  在使用时戴好防护用具。 

2



                                                                                                                   

 5.2 标准液 
 下列说明显示准备低浓度 100ppb和 1ppm高浓度钠离子标准液过程，但是可以通 

 过稀释原液配成不同的浓度标准液。  

 使用 100毫升高纯水溶解试剂级的 2.543（±0.001）克氯化钠 放入一升的测量瓶 

 添加高纯水到一升标记处配成 1000ppm的钠离子标准液。存放在塑料瓶里。 

 吸取 10毫升 1000ppm的标准液到一升的测量瓶中。添加高纯水到一升标记处配成 

 10ppm的钠离子标准液。 

 吸取 20毫升 10ppm的标准液到两升的测量瓶中。添加高纯水到两升标记处配成 

 低浓度 100ppb的钠离子标准液。放入标有低浓度标准液标签的试剂瓶里。 

 吸取 200毫升 10ppm的标准液到两升的测量瓶中。添加高纯水到两升标记处配成 

 低浓度 1ppm的钠离子标准液。放入标有高浓度标准液标签的试剂瓶里。 

 不要配制低于 50ppb的钠离子标准液，因为低浓度的标准液会迅速的被污染而改 

 变浓度。 

 5.3  蚀刻液 
 对于如上应用钠离子溶液需低于 1ppb。 

 
 用大约 400毫升的高纯水稀释 5克左右的氯化钠试剂，抽取 20毫升加入 5摩尔的 
 醋酸，稀释到 1升。  

Honeywell提供钠离子标准液 100ppb，5加仑容器，订货号 N1234-544 

Honeywell也提供钠离子标准液 1ppm，5加仑容器，订货号 N1234-545 

  注意：高纯水是钠离子浓度低于 2ppb和电导率低于 0.2us/cm的水溶液。 

警告：氟化钠是有毒的。避免吸入蒸汽和避免接触到皮肤和眼睛。戴上防烟护

具和橡胶手套及护眼罩。 



                                                                                                                   

5.4 参比电极填充液 
 为了延长使用要为绀汞参比电极充加该溶液。这种填充液需放置在密闭的塑料瓶 

 中存放。使用点眼药器或注射器可以很方便的为电极添加。 

 5.5 定期维护 
  下面过程是显示器要求的维护手册。根据详细的安装和样水情况选择指导过程。 

 5.5.1 每周维护 
  如果传感器在高于 100PPB的高浓度样水下连续运行，建议每周进行一次单点标 

  定。见 5.1单点标定。 

 5.5.2 每月维护 
  更换缓冲液试剂瓶。试剂刻度不能低于满瓶的四分之三。对于高温环境下安装或 

  是低浓度的测量时，建议增加试剂更换频率。 

  检查参比电极的参比液，及时补充。 

  要注意以下过程： 

  当钠离子溶液高于 1ppb时，要进行两点标定。 

  钠离子测量电极蚀刻/再生过程： 

  当钠离子浓度低于 1ppb时，在两点标定前可以进行蚀刻和再生：  

   注意：在低浓度的长期使用时，电极表面的钠离子吸附会加速电极的老化过

程及显现出反映迟缓，由于响应缓慢和低重复性会使标定出现错误。 

将钠离子电极从流通池中移出套管和Ｏ型圈； 

准备两个塑料杯，一个装５０毫升的蚀刻液，另一个装２００毫升的高纯水。 

将电极沁入蚀刻液６０秒左右；然后放入高纯水中。 

 小心：千万不要延长蚀刻时间可能会造成电极永久实效。 

用大量清水冲洗蚀刻液。在之后的每次蚀刻时都使用新配置的蚀刻液。 

套入Ｏ型圈和套筒然后将电极放入流通池。预先进行标定操作，使电极在低浓度  

介质中工作一两个小时。在下一个反应过程前不需要再进行标定。 

如上程序应在每月的规定间隔内和新电极开始使用时操作完成。 

  注意：恢复一支“老电极”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缓冲液是每月定期更换的，在获得稳定ＰＨ值前提下２４小时之内更换。 

可使用氨水或二异丙胺缓冲液。 

5.6 停车程序（延长停车，大于 3个月） 
关闭传感器样水逆流阀。 

移开缓冲液试剂瓶安全的处理用过的溶液。彻底清洗试剂瓶。 

 用高纯水清洗 CAL1试剂瓶使用一点标定冲洗系统。 

 按照 6.3.1章节说明  

用注射器使用高纯水清洗所有的管路。冲开所有的沉积微粒。 

关闭从主电源到便送部分的电源。 

5.6.1 电极存放 
 给钠离子测量电极装上橡胶头。 

           

5.7 PH值的影响 
 测量从流通池流出的介质溶液的 PH显出足够的缓冲影响。最小需要的 PH值是 

根据钠离子的最小浓度定的，但是 PH值得计算如下： 

PH值必须大于钠离子 3个数量级，详细如下： 

  100ppb 钠离子,PH 必须大于 8.4 

        10ppb 钠离子，PH必须大于 9.4 

  1ppb 钠离子,PH 必须大于 10.4 

  0.5ppb 钠离子,PH 必须大于 11.4 

注意：如果缓冲液可以完全消耗完，读数可能会由于缺乏高纯度样水的离子强 

度控制而非常不稳定。 

 

 

 

 
 



                                                                                                                   

6 备件 

 推荐备件单 
  

订货号 描述 

N3500-067 钠离子标准液（1升 100ppm） 

N3010-168 测量电极 

N3500-171 参比电极 

N3500-322 工具包，Ｏ型圈 

N1234-544 钠离子标准液 100ppb 

N1234-545 钠离子标准液 1000ppb 

N1234-543 钠离子电极再生试剂 

N1234-547 ３摩尔氯化钾参比电极填充液 

N1234-116 29%氨水（2.5升） 

N1142-149C 低浓度标液瓶 

N1142-150C 高浓度标液瓶 

N3500-323 钠离子消耗工具包 

    
其他备件 

订货号 描述 
N1234-579 99%二异丙胺（1加仑） 

N3010-170C 电热调节器，流通池 
N2554-062A 流通池完整件 
N2554-065B  
K1086-160 ８心屏蔽电缆 
N3500-322 工具包，Ｏ型圈 

N1053-106A 接地管 
K1152-200 纤维过滤器，不锈钢，６０微米 
N1142-096 吸管，１０ml 
N1142-095 吸管，１ml 



                                                                                                                   

P2000-009 前置放大器，连接盒， 
N2554-066A Ｔ型块 
P1000-017 ＣＰＵ卡 
P1000-016 数字Ｉ／Ｏ卡 
P1000-018 前置卡 
P2000-010 电源卡 
P1000-010 ＬＣＤ显示屏 
P1000-059 ＡＣ电源端子盒 

N2552-098B 管线阀 
N1152-169 减压阀 
N3500-322 Ｏ型圈 

N2554-066A 加热器 
 
 
    
 
 
 
 
 
 
 
 
 
 
 
 
 
 
 
 
 
 
 
 
 
 
 
 
 
 
 



                                                                                                                   

7 故障诊断表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Calibration Fail ( CF )  

标定失败 
管线阀错误 运行管线阀测试循环诊断

检查管线阀连接 

Calibration Fail ( CF )  
 

标准液污染或没有了 检查标定液瓶是否满瓶，

检查标定瓶连接管没有漏

气。更换新标准液再试。

Calibration Fail ( CF )  浓度过低 看４章节 

Calibration Fail ( CF )  浓度过高 看４章节 

Calibration Fail ( CF )  浓度到零 看４章节 

Calibration Fail ( CF )  标准液不流动 检查系统是否阻塞。 

Reading are not accurate-too 
low 

读数不精确－过低 

标液时间长或被污染。电

极性能不行了。失败的标

定 

更换试剂。再生或更换测

量电极，重装或更换参比

电极。 
Reading are not accurate-too 

low 
读数不精确－过高 

电极性能不行了。失败的

标定。钠离子泄露。 
更换试剂。再生或更换测

量电极，重装或更换参比

电极。 
电流输出不正确 连接线松动。ＤＣＳ没有

和仪表设定一致。ＣＰＵ

主板损坏。 

检查输出设置。诊断运

行，检查从变送器出来的

输出。更换ＣＰＵ板如果

输出不正确。 
报警不正确 连接线松动。ＤＣＳ没有

和仪表设定一致。ＣＰＵ

主板损坏。 

检查输出设置。诊断运

行，检查从变送器出来的

输出。更换ＣＰＵ板如果

输出不正确。 
显示“ＨＯＴ” 样水温度超上限 检查样水温度。清理或更

换电热调节器。 
显示“ＴＥＭＰ” 电热调节器没响应 清理或更换电热调节器。

检查其与前置放大器连

线。 
显示“ＯＶＲ” 电极信号输出过高－样水

浓度超出仪表最大量程

（10ppm） 

检查样水浓度。检查电极

接线。 



                                                                                                                   

8  仪表简介 

 
范围： 0.01ppb-10ppm 

精度： 读数的+/- 5%或+/-0.1ppb 

重复性： 读数的+/- 5%或+/-0.1ppb 

响应时间： 1-10ppb的 90%少于４分钟；100ppb-1ppm的 90%少于６分钟 

电流输出： 两路隔离的 4-20mA电流输出 

报警： 三路电压报警， 

电源 90VAC-250VAC 

样水： 温度：5-55℃；流量：150-400 ml/min 

环境温度： 32-131F (0-55℃) 

压力： 5-30 psig 

合成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