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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承蒙您购买富士的红外气体分析仪 ( 型号：ZRE)，深表感谢。

制 造 商 ：富士电机计测仪表株式会社

型 号 ：记载于本体铭牌

制 造 日 期 ：记载于本体铭牌

制 造 国 ：日本

 富士电机系统株式会社 2007

发        行 2007-06

改        订 2008-10

注意事项

· 严禁擅自转载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 本书内容今后若有变更，恕不事先通知。敬请谅解。

· 如果您发现本书中存在着难以理解、表述错误、遗漏等处，请填写在本

书末页的说明书意见表内，交给本公司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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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安全注意事项”，确保正确使用。

· 这里列出的注意事项记载着与安全有关的重要内容，请务必遵守。安全注意事项的等级分为“危险”、“注
意”和“禁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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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要

由异种原子构成的分子在红外线波长区域具有吸收光谱，其吸收强度遵循郎伯 - 比尔定律。本产品就是利用上述原

理开发的红外气体分析仪，可对试样气体中的 NO、SO2、CO2、CO、CH4 等的气体浓度进行测量。并且，还可内

置小型 O2 分析仪。包括 O2 分析仪在内，1 台分析仪最多可对 5 种组分 ( 除测量 O2 之外最多 4 种组分 ) 同时进行测量。

而且，通过配备微处理器、采用大型液晶显示屏，实现了方便的操作性能、高精度和多功能。

最适用于锅炉、垃圾焚烧等的燃烧排气测量。此外，还可用作钢铁冶炼中的气体分析［高炉、转炉、热处理炉、烧结 ( 铁

矿粉球设备 ) 焦炭炉］、蔬菜水果的储藏及催熟、生物化学 ( 微生物 )［发酵］、大气污染［焚烧炉、排烟脱硫 · 脱硝］、

汽车尾气 ( 试验器除外 )、防灾［爆炸性气体检测、有毒气体检测、新建材燃烧气体分析］、植物培育、化学分析［石

油提纯设备、石油化工生产设备、气体生成设备］、环境保护［地面气体浓度、隧道内气体浓度、停车场、楼宇管理］、

物理化学的各种实验用途等的各种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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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货物品和各部分名称

2.1 交货清单

分析仪  1台

熔丝管  2个

标准：IEC127-2

尺寸：φ5×20mm

额定值：250V/2A  慢熔型

订购代码：TK7L7571P3

模拟量输出用连接器  1个

以及

固定螺钉  2个

D-sub连接器25针

订购代码：TK7N3059P8

M2.6×4mm

使用说明书(本资料)  1册

(INZ-TN1ZRE)

CD-ROM  1片

(带通信功能的机型)

面板安装配件  4个

(指定面板安装时)
订购代码：TK7N7944P2

外部输入用连接器  1个

(指定外部氧分析仪以及外部氧化锆氧

分析仪时)

订购代码：TK7N3061P14

数字输入输出用连接器

根据DIO数而定，最多3个

以及

固定螺钉最多6个

(指定数字输入输出功能时)

D-sub连接器25针

订购代码：TK7N3059P8

M2.6×4mm

连接RS-485用的连接器  1个

以及

固定螺钉  2个

(指定带通信功能时)

D-sub连接器9针

订购代码：TK7N3059P9

M2.6×4mm

最多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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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析仪各部分的名称和说明

� �USB �

�

� ( )

� ( )

��	 (DI01 3)
(D-sub25)

EF

PURGE

FUSE
250V T 2A

INLET1 OUTLET1

OUTLET2INLET2

SU

DIO1

DIO2

DIO3

A/I
RS485 A/O

TYPE

Made in Japan

0-

INFRARED  GAS  ANALYZER

VA
SER.NO.
POWER
OUTPUT

MFD

AC100V~C240V
DC

0-
0-

Fuji Electric Systems Co.,Ltd.

                50/60 Hz

0-

0-




�� (RS485)

��
� (A/O)

(D-sub25)

� ( )

FL2FL1

ANALYZERZRE- GAS

POWER

MODE ZERO SPAN

ENTER

ESC

名称 说明 名称 说明

�电源开关
“接通、切断”分析仪本体的

电源。
�电源端子板 连接电源线。

�显示·操作面板
装有液晶显示器和各种操作设

定的按键。
��外部输入连接器 连接外设O2分析仪的输出。

�流量计 检测试样气体的流量。 ��通信用连接器 RS485通信用连接器。

�USB连接器 连接USB电缆。 � 模拟量输出用连接

器(D-sub25针)
模拟量输出用连接器。

�换气气体入口 换气气体配管连接于此口。

�试样气体入口 被测气体配管连接于此口。
�	 数字输入输出用连

接器(D-sub25针)
数字输入输出用连接器。�试样气体出口 排气管路连接于此口。


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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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置条件

请设置在符合以下条件的场所。

 � 本设备为系统组合用仪器。

  组合在面板、机柜等钢板构成的结构上使用。

 � 请在室内使用。

 � 请避开有振动的场所。

 � 请选择环境空气清洁的场所。

 � 供电电源 ： 额定电压 ； AC100V～AC240V

    可用电压 ； AC85V～AC264V

    额定频率 ； 50Hz/60Hz

    最大额定功率 ； 100VA

 � 动作条件 ： 环境温度 ； -5°C～45°C(测量部为2个，使用电源为200V以上时，最高为40°C）

    环境湿度 ； 90%RH以下，不能结露

3. 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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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方法

3.2.1 分析仪本体的安装

分析仪本体的安装方法有以下二种。

( 单位 mm)

※ · 请用外壳底部 ( 支架等 ) 支撑分析仪的重量。

 · 分析仪的环境温度为 -5~45ºC 的范围，请将其设置于温度变化较小的场所。

 · 无法避免设置在有振动的场所时，请在安装部位 ( 支架与本体之间，正面框架四周与面板的接触部位 ) 采取垫

入防振橡胶等的防振措施。

A JIS 50
EIA 57.2

19

436 2
0

12
6

2 0

13
2.

5
13

2.
5

450

465

A

M6

435

483

435

FL2FL1

ANALYZERZRE- GAS

POWER

MODE ZERO SPAN

ENTER

ESC

FL2FL1

ANALYZERZRE- GAS

POWER

MODE ZERO SPAN

ENTER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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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管方法

请按以下方法进行气体配管施工。

●配管时请连接到本分析仪背面的各个气体入口、出口处。

● 仪表和采样系统请用聚四氟乙烯、不锈钢、聚乙烯等耐腐蚀的管子进行连接。即使无须担心腐蚀的场合，也不

要使用橡胶管及软质乙烯树脂管。否则，会由于配管材料因素导致气体吸附，而使示值变得不准确。

●配管连接口为 Rc1/4( 或 NPT1/4) 内螺纹。为提高响应速度，尽可能缩短配管。内径 4mm 左右为合适。

●灰尘侵入仪表内部，可能引起动作不良，所以请使用清洗干净的配管和接头。

试样气体入口 ： 连接配管，以便导入除湿处理等预处理完毕的被测气体，以及零点和量程校正用的标准气体。

  导入气体流量范围为 0.5L/min±0.2L/min，请保持流量稳定。

试样气体出口 ： 排出测量完毕的被测气体。

  请将配管接至室外且与大气相通。

换气气体入口 ： 是为了使分析仪整个内部进行换气的换气气体入口。

  换气气体使用干燥 N2 或检测仪表用空气。( 流量为 1L/min 以上。不含尘埃、气雾 )

EF

FUSE
250V T 2A

SU

DIO1

DIO2

DIO3

A/I
RS485 A/O

TYPE

Made in Japan

0-

VA
SER.NO.
POWER
OUTPUT

MFD

DC

0-
0-

Fuji Electric Systems Co.,Ltd.

0-

0-

2

2

INFRARED  GAS  ANALYZER

VAAC100V~C240V                50/60 Hz

PURGE INLET1 OUTLET1

OUTLET2INLET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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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配管图

各测量部与测量组分的对应关系

测量组分 测量部1 测量部2
NO、SO2、CO2、
CO、CH4的各单组
分分析仪

各被测组分 无

CO2/CO的双组分
分析仪

CO2/CO 无

NO/CO、NO/SO2

的双组分分析仪
NO
NO

CO
SO2

NO/SO2/CO的3组
分

NO SO2/CO

NO/SO2/CO2/CO
的4组分

NO/CO SO2/CO2

2(IR Unit2)

1  2

INLET1

1

1
(IR Unit1)

O2

OUTL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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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采样

3.4.1 试样气体条件

� 请通过过滤网将试样气体中含有的灰尘完全过滤掉。最后一道请使用能滤掉 0.3µm 灰尘的过滤网。

� 为了使红外气体分析仪中不产生冷凝水，试样气体的露点必须低于环境温度。试样气体中含有水蒸汽时，请

使用除湿器将露点降到 0° C 左右。

� 试样气体中含有 SO3 气雾时，请使用滤雾器及冷凝器等将 SO3 气雾过滤掉。其他的气雾也同样处理。

� 如果试样气体中含有大量的 CR2、F2、HCR等强腐蚀性气体，仪表的使用寿命将会缩短，请加以注意。

� 试样气体温度为 0 ～ 50° C。请注意不要直接将高温气体导入仪表内。

3.4.2 试样气体流量

请使试样气体以 0.5L/min±0.2L/min 的流量流动。

测量中，请抑制流量的波动。

流量计请按照采样系统构成示例 (3.4.6 项 ) 设置，并确认流量。

3.4.3 标准气体的准备

为了能正常使用本仪表，必须使用标准气体定期进行校正。(1 周 1 次左右 )

请准备零点、量程校正用瓶装标准气体。

无O2计的分析仪 带内置O2计的分析仪
带外置氧化锆O2计的

分析仪

零点气体 N2气体 N2气体 干燥空气

除O2计以外的量程气
体

量程90%以上浓度的
气体

量程90%以上浓度的
气体

量程90%以上浓度的
气体

O2计的量程气体
量程90%以上浓度的
气体或大气(21%)

1～2% O2气体

3.4.4 仪表内换气

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仪表内换气，但遇有以下情况时请考虑换气。

� 被测气体中含有可燃性气体时。

� 设置场所的环境气体中含有腐蚀性气体时。

� 设置场所的环境气体中含有与测量组分相同的气体时。

在上述情况时，请用干燥N2或计测仪表空气对仪表内部进行换气。换气的流量为1L/min以上。

换气气体中如果含有灰尘 · 气雾时，请将其充分过滤掉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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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试样气体出口的压力

请设法使试样气体出口的压力与大气压相通。

3.4.6 采样系统构成示例

下图为锅炉、垃圾焚烧炉等燃烧排气测量用5种组分气体分析时的常用系统构成示例。

不同的用途，系统的构成也各不相同。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本公司联系，欢迎咨询。

�

15



�

Air

ZERO NO SO2 CO O2CO2

NO
/N2

SO2
/N2

CO2
/N2

CO
/N2

O2
/N2

ZRE

�

�

    ��

�

� 

�

�

φ10φ8

(O2)

NO2/NO

��

O2

(ZFK7)

� 


��

� �� O2

�

�

�

�

40µm

PTFE

��NO2/NO

( (ZRE) O2

)

NOX

NO2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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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配线方法

(1) 电源 ( 标准端子 � - �)

向电源端子连接规定的电源，接地端子 ( 标准端子 �) 连接接地线。采用 D 种接地。连接端子的电线使用压接端

子 (M3.5 用 )。

电源端子板和外部输入、输出用连接器位于本体的背面。参见下图。

EF

PURGE

FUSE
250V T 2A

INLET1 OUTLET1

OUTLET2INLET2

SU

DIO1

DIO2

DIO3

A/I
RS485 A/O

TYPE

Made in Japan

0-

INFRARED  GAS  ANALYZER

VA
SER.NO.
POWER
OUTPUT

MFD

AC100V C240V
DC

0-
0-

Fuji Electric Systems Co.,Ltd.

                50/60 Hz

0-

0-

(A/I)

(RS485)

(A/O)

(DIO 1 3)

 AC100 240V

3
PE

2
N

1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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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将此仪表设置在产生电源干扰的电器装置附近 ( 高频炉、

电焊机等 )。不得已，在此类装置的附近使用仪表时，为了避

免干扰，请将电源线完全另行设置。

● 从电源传来继电器、电磁阀等的干扰时，如右图所示，在干

扰发生源处安装变阻器或火花抑制器。如果安装在离干扰源

较远处，则无效果，请加以注意。

位于干扰源附近时

(2) 模拟量输出信号：模拟量输出连接器(A/O)

输出信号： DC4～20mA或DC0～1V(订购时选择)

  与接地、内部电路为隔离，负信号线共用

容许负载： DC4～20mA   550Ω以下

  DC0～1V   100kΩ以上

本产品的模拟量输出全部为非隔离。将配线引至室外、或配线长度在30m以上时、或将多个输出连接到外部

时，为了消除无用的寄生信号及干扰的影响，建议使用隔离变换器等将各个信号分别隔离使用。

1

14

2

15

3

16

4

17

5

18

6

19

7

20

8

21

9

22

10

23

11

24

12

25

13

A/O

AO1+
AO1-
AO2+
AO2-
AO3+
AO3-
AO4+
AO4-
AO5+
AO5-
AO6+
AO6-
AO7+
AO7-
AO8+
AO8-
AO9+
AO9-
AO10+
AO10-
AO11+
AO11-
AO12+
AO12-
NC

D-sub  25   

13 1

2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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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2 传感器输入：外部输入连接器 (A/I)

输入信号： 外部氧化锆氧分析仪 氧化锆氧传感器信号 ( 本公司 ZFK7 输出 )

 外部氧分析仪 DC0 ～ 1V( 直流输入电阻 1MΩ 以上 )

· 在订购时指定为外置氧化锆氧分析仪或外置氧分析仪时使用。

· 将用户另行准备的氧化锆氧分析仪或氧分析仪的输出信号连接至附属的专用连接器。

· 外置氧分析仪时，对本分析仪的 O2 量程，请输入 DC0~1V 信号。即可在分析仪画面上进行 O2 浓度值的显示、

输出以及 O2 换算。

· 在使用内置 O2 分析仪时，请勿使用此端子。

AI-

AI+

< > A/I (O2 )

本产品的 O2 传感器输入部为非隔离。O2 分析仪设置在远离分析仪的场所输入信号时，建议将信号隔离后输

入。请将氧化锆传感器 ( 本公司 ZFK7) 设置在该分析仪附近。

O2

O2信号与专用连接器(附件)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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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点输入输出(DIO)：数字量输入输出连接器(DIO 1～3)

接点输入信号 ： 外部施加的电压  DC12～24V，max15mA

  光耦合器隔离(与各DI之间及接地线隔离)

接点容量 ： C接点继电器输出  AC/DC  24V/1A  阻性负载

· 隔离输出(各DO之间及与接地线隔离)

为了消除外部干扰对信号的影响，请将至电源及接点输出的配线和至模拟量信号、O2传感器输入、接点输

入的配线分开敷设。

( 1)
( 2)
( 3)
( 4)
( 5)

1

14

2

15

3

16

4

17

5

18

6

19

7

20

8

21

9

22

10

23

11

24

12

25

13

DI1
DI2
DI3
DI4
DI5
DI6
DI7
DI8
DI9

A,C
DO1
DO2
DO3
DO4
DO5
DO6
DO7
DO8
DO9
DO10
DO11
DO12
DO13
DO14
DO15

D,F G H
DO1
DO2
DO3
DO4
DO5
DO6
DO7
DO8
DO9
DO10
DO11
DO12
DO13
DO14
DO15

B,E D,F G

1
2
3
4
5

22
3
B D E F G H

( )
( )
(Ch1 )
(Ch2 )
(Ch3 )
( Ch1)
( Ch2)
( Ch3)
( 1)
( 2)
( 3)
( 4)
( 5)

2
B D E F G H

( )
( )
(Ch1 )
(Ch2 )

( Ch1)
( Ch2)
( 1)
( 2)
( 3)
( 4)
( 5)

D F G H

( )
( )
(Ch1 )

( Ch1)
( 1)
( 2)
( 3)
( 4)
( 5)

1
B E

Ch1
( 1)
( 2)
( 3)
( 4)
( 5)

22

( 1)
( 2)
( 3)
( 4)
( 5)

Ch1  
Ch2  
Ch3
Ch4

4
B E

Ch1
Ch2
Ch3
Ch4

( 1)
( 2)
( 3)
( 4)
( 5)

Ch1
Ch2  
Ch3
Ch4

Ch1  
Ch2  
Ch3
Ch4

Ch1
Ch2

Ch3
Ch4

1
2
3

Ch1
Ch2
Ch3
Ch4

( 1)
( 2)
( 3)
( 4)
( 5)

( 1)
( 2)
( 3)
( 4)
( 5)

Ch1  
Ch2  
Ch3
Ch4
Ch5

Ch1
Ch1
Ch3
Ch4
Ch5

Ch1
Ch1
Ch3
Ch4
Ch5

Ch1
Ch2
Ch3
Ch4
Ch5

5

OFF : 0V
ON : DC12 24V

DC24V/1A

DI1
DI1
DI2
DI2
DI3
DI3

DO1

DO2

DO3

DO4

DO5

DIO1

DI4
DI4
DI5
DI5
DI6
DI6

DO6

DO7

DO8

DO9

DO10

DIO2

DI7
DI7
DI8
DI8
DI9
DI9

DO11

DO12

DO13

DO14

DO15

DIO3

NC
com
NO
NC
com
NO
NC
com
NO
NC
com
NO
NC
com
NO

< > DIO 1 3 ( )

13 1

25 14

D-sub  25     

*DIO 1 3

22
(    )

* NO
(

)

L   NO   
H   NC   

※为防止外部干扰等引发误动作，请务必将分析仪本体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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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正用电磁阀驱动信号的动作 ( 带自动校正功能时 )

� 手动校正时 ( 关于校正请参见“6.8 校正”一节 )

Ch1 5

( ON )

ZERO ENTENT

on

off

off

Ch1

Ch2

( ON )

SPAN ENTENT

CH2

(5) 通信：RS485 连接器、USB 连接器

1

6

2

7

3

8

4

9

5

<RS485

(GND)

RT D

RT D
D-sub  9     

5 1

9 6

<USB> TYPE-B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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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校正时(“6.4自动校正的设定”项中的示例)

Ch1

Ch1 Ch3 Ch5
Ch2 Ch4

Ch2

Ch3

Ch4

Ch5

350

Ch1
350

(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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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  行

4.1 运行准备

(1) 配管 · 配线的确认

请再次检查并确认气体采样部分、排气等的配管连接是否正确，配线连接是否正确。

4.2 预热运行与运行

(1) 运行步骤

� 将本体正面左侧的电源开关置于“ON”。

 1~2 秒后正面屏幕上显示出测量画面。

� 进行约 4 个小时的预热运行。

 本体的测量动作达到稳定状态约需 4 个小时。

注 ) 预热中浓度显示有时

  —  —  —  —  “超出量程”

 但这并非异常。

� 各种设定值的设定

 请参考“6. 设定及校正”一章，设定必要的设定值。

� 零点 · 量程校正

 预热运行后，请进行零点 · 量程校正 ( 参见“6.8 校正”一节 )。

� 测量气体的导入、测量

 将测量气体导入本体，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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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显示 · 操作面板的说明

关于红外分析仪的各显示画面、操作面板的名称和操作的说明，如下所示。

5.1 操作面板的名称和说明

� ZERO( )


 SPAN( )

� 

� 

� 

� MODE( )

�

� 

MODE ZERO SPAN

ENTER

ESC

� MODE � 

�

�

�


 SPAN

� ZE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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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显示 · 操作面板的概要

图 5-2

1

SPAN

ZERO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MODE

MODE

 • 

•

 • 

 • 

 • 

 • 

 • 

 • 

 • 

 • 

 • 

1) (
)

 • 

/

 • 

ON/OFF
( )

 • 

ON/OFF
( )

 • 

 : 

 : ON/OFF

 : ON/OFF

 : ( )

 : 

 : 

 : 

 : ( )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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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时浓度值 ： 组分显示部位显示的如“CO2”、“CO”、“O2”等被测组分的 Ch( 组分 )，为当前正在测

量的气体中的被测组分当前浓度值。

● O2 换算浓度值 ： 组分显示部位显示的如“CV.CO”的“CV.**”的 Ch( 组分 )，为通过如下公式计算所得
的数值，此公式通过被测组分、O2 瞬时浓度值及 O2 换算基准值 ( 参见“6.7 维护模式”节 )

进行计算。

 On：氧换算基准值

  (根据用途设定的数值)

 Os：氧浓度(％)

 Cs：被测组分的气体浓度

 但是，Os根据设定，不会成为设定值以上的值。

 (参见“6.7维护模式”“各种设定”)

 换算对象组分仅限NO、SO2及CO。

5.3 显示画面的概要

(1) 测量模式画面 ( 接通电源时必定为此画面。)

测量画面因组分数不同而异。下列画面是测量 NO、SO2、CO2、CO、O2( 输出 12 通道 ) 时的组成示例。

图 5-3

* 存在 5 个通道以上的输出时，可通过 键滚动显示。

C h O2
0-25 vol%

C h CO
0-200 ppm

C h CO2
0-20 vol%

vol%

C h SO2
0-200 ppm

C h NOX
0-200 ppm

0.0
  0.0

0.0 0
0.0

0.0 0

� �

� �

� �

�

C h

0-25 vol%

C h

0-200 ppm

C h

0-200

C h

0-200

ppm

ppm0.0
0.0
0.0
0.0

9

C h

0-200

1h

1h

1h

1h

0.08

10

11

12

AV.
CV.NOX

AV.
CV.NOX

AV.
CV. SO2

AV.
CV. CO

AV. O2

ppm
1h

�

No.

�

�

�

�

�

换算输出＝ ×Cs
21 − On

21 − Os



— 20 —

● O2换算浓度平均值： 组分显示部位显示的如“CV.AV.CO”的“CV.AV.**”的Ch(组分)及O2平均值，是将被测
组分的O2换算浓度值或O2浓度值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值，每隔30秒输出一次。(每30秒采

集一次数据)

在平均时间设定(参见“6.6 参数的设定”一节)中，在1~59分钟或1~4小时的范围可以变更

平均时间的设定(设定的时间在量程显示部位以如“1h”等形式进行显示)。

*) O2 换算浓度值以及 O2 换算浓度平均值的测量量程与被测组分的测量量程相同。
 并且，O2 平均值的测量量程与 O2 的测量量程相同。

(2) 关于各设定、选择画面

各设定、选择画面的组成如下图所示。

• 状态显示区域中显示当前画面所示的项目名称。

• 信息显示区域中显示与操作相关的指南。

•  设定项目、选择项目显示区域中根据需要显示设定项目及数值。请用上下键、横向键移动光标，进行符合各

项目的操作。

  

• LCD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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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量 Ch 测量值对应表

 与型号相对应的各测量 Ch 和各通道的内容如下表所示。

6 7 21
 Y 1 ~ 3 Y Ch1: O2

 P Y Y Ch1: NO
 A Y Y Ch1: SO2

 D Y Y Ch1: CO2

 B Y Y Ch1: CO
 E Y Y Ch1: CH4

 F Y Y Ch1: NO Ch2 SO2

 G Y Y Ch1: NO Ch2 CO
 J Y Y Ch1: CO2 Ch2 CO
 K Y Y Ch1: CH4 Ch2 CO
 L Y Y Ch1: CO2 Ch2 CH4

 N Y Y Ch1: NO Ch2 SO2 Ch3 CO
 T Y Y Ch1: CO2 Ch2 CO Ch3 CH4

 V Y Y Ch1: NO Ch2 SO2 Ch3 CO2 Ch4 CO
 P 1~3 Y Ch1: NO Ch2 O2

 A 1~3 Y Ch1: SO2 Ch2 O2

 D 1~3 Y Ch1: CO2 Ch2 O2

 B 1~3 Y Ch1: CO Ch2 O2

 E 1~3 Y Ch1: CH4 Ch2 O2

 F 1~3 Y Ch1: NO Ch2 SO2 Ch3 O2

 G 1~3 Y Ch1: NO Ch2 CO Ch3 O2

 J 1~3 Y Ch1: CO2 Ch2 CO Ch3 O2

 K 1~3 Y Ch1: CH4 Ch2 CO Ch3 O2

 L 1~3 Y Ch1: CO2 Ch2 CH4 Ch3 O2

 N 1~3 Y Ch1: NO Ch2 SO2 Ch3 CO Ch4 O2

 T 1~3 Y Ch1: CO2 Ch2 CO Ch3 CH4 Ch4 O2

 V 1~3 Y Ch1: NO Ch2 SO2 Ch3 CO2 Ch4 CO Ch5 O2

 P 1~3 A Ch1: NOx Ch2 O2 Ch3 NOx
 A 1~3 A Ch1: SO2 Ch2 O2 Ch3 SO2

 B 1~3 A Ch1: CO Ch2 O2 Ch3 CO
 F 1~3 A Ch1: NOx Ch2 SO2 Ch3 O2 Ch4 NOx Ch5 SO2

 G 1~3 A Ch1: NOx Ch2 CO Ch3 O2 Ch4 NOx Ch5 CO
 J 1~3 A Ch1: CO2 Ch2 CO Ch3 O2 Ch4 CO
 N 1~3 A Ch1: NOx Ch2 SO2 Ch3 CO Ch4 O2 Ch5 NOx Ch6 SO2 Ch7 CO
 V 1~3 A Ch1: NOx Ch2 SO2 Ch3 CO2 Ch4 CO Ch5 O2 Ch6 NOx Ch7 SO2 Ch8 CO
 P 1~3 C Ch1: NOx Ch2 O2 Ch3 NOx Ch4 NOx
 A 1~3 C Ch1: SO2 Ch2 O2 Ch3 SO2 Ch4 SO2

 B 1~3 C Ch1: CO Ch2 O2 Ch3 CO Ch4 CO
 F 1~3 C Ch1: NOx Ch2 SO2 Ch3 O2 Ch4 NOx Ch5 SO2 Ch6 NOx Ch7 SO2

 G 1~3 C Ch1: NOx Ch2 CO Ch3 O2 Ch4 NOx Ch5 CO Ch6 NOx Ch7 CO
 J 1~3 C Ch1: CO2 Ch2 CO Ch3 O2 Ch4 CO Ch5 CO
 N 1~3 C Ch1: NOx Ch2 SO2 Ch3 CO Ch4 O2 Ch5 NOx Ch6 SO2 Ch7 CO
    Ch8: NOx Ch9 SO2 Ch10 CO
 V 1~3 C Ch1: NOx Ch2 SO2 Ch3 CO2 Ch4 CO Ch5 O2 Ch6 NOx Ch7 SO2 Ch8 CO
    Ch9: NOx Ch10 SO2 Ch11 CO

 21 A C NO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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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本操作

• 测量模式

测量模式中，1 个画面最多显示 5Ch。显示 Ch

多于此数时，按 键，画面一次滚动 1 个

Ch。

• 菜单模式

显示为：

量程切换

校正设定

报警设定

自动校正设定

简易零点校正设定

参数

通过 键在各项目前向上、向下移动光标，选择

项目。

按 ENTER 键，显示各项目的内容。

关于设定内容，请参见“6. 设定及校正”一章。
测量模式

ZERO

SPAN

ESC

ESC MODE

C h O2
0-25 vol%

C h CO
0-200 ppm

C h CO2
0-10 vol%

C h SO2
0-200 ppm

C h NOX
0-200 ppm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C h

0-25 vol%

C h

0-200 ppm

C h

0-200 ppm

C h

0-200 ppm

0 0 0.
0 0.

0 0.

C h

0-200 ppm0 0.

0 0.

8

C h

C h

C h
CV.  SO2
0-200

C h
CV.  NOX
0-200 ppm

ppm

C h

0 0.
.0 0

5

6

7

8

9

CV.
AV.              NOX

AV.    O2

         CO

         SO2
CV.
AV.     

CV.
AV.     

         COCV.
AV.     

O2
0-25 vol%0 0 0.

0-200 ppm0 0.
0-200 ppm0 0.
CV.
AV.              NOX

         COCV.
AV.     

MODE

6.9.1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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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切换或返回前一画面

ENT

6. 设定及校正

6.1 量程切换

6.1.1 量程切换方法的设定

用于量程切换方法的设定。

� 在测量状态下，按 MODE 键，使之显示菜单模式。

� 将光标移至量程切换，按 ENT 键。

� 显示出通道选择画面后，通过  键移动光标 ，
选择 Ch( 组分 )。

� 选择后，按 ENT 键。

� 量程切换方法的设定文字翻转显示。

 按  键，选择切换方法。

� 选择后，按 ENT 键确定。
 选择“手动”时，光标移动至量程选择处。

ENT

MODE

MODE

  
  

  1 90% 1
2

  1 80%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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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手动量程的切换

用于手动切换测量组分的量程。

� 通过量程切换方法的选择，选择“手动”，按 ENT 键。

ENT

� 光标的翻转显示移动到量程选择处后，按  键，移
动光标选择量程。( 有 符号的量程即为当前所选择的量
程 )

� 选择后，按 ENT 键。
 切换为所选择的量程。

注） 已将量程切换方法设定为“远程”或“自动”时，

不能进行本项操作。

O2 换算值、O2 换算平均值、O2 平均值的量程，
在切换了相应的瞬时值量程时，将自动进行切换。
(“远程”、“自动”模式时也同样如此 )

        

Ch( ) 1 2

  

ESC

(     ) ENT

量程切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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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校正设定

用于设定校正时的浓度及动作。项目为校正浓度、零点校正动作、校正量程动作、自动校正组分 / 量程 4 个。

进入校正设定画面，即显示出右图所示的画面。

通过  键选择项目后，按 ENT 键可进入各设定画面。

6.2.1 校正浓度的设定

设定校正时使用的各 CH 的标准气体 ( 零点、量程 ) 的浓度。

数值设定光标

� 连续选择 < 菜单模式 > → < 校正设定 > → < 校正浓度 >，

进入校正浓度设定画面。( 显示右图所示的画面。)

� 通过  键选择欲变更的 Ch，按 ENT 键，光标移至
数值的前面。

� 通过   键选择欲设定的浓度项目。( 只能在选
择的 Ch 内移动 )

 选择后按 ENT 键，数值即翻转显示。

� 显示出校正浓度数值设定画面后，请输入校正气体浓度

值。( 零点、量程 )

 数值输入方法，通过  键进行 1 位数值的增减，

通过 键进行移位。

 设定后，按 ENT 键，进行保存。保存的数值从下次校正
时开始生效。

注） 输入与各量程对应的设定值。使用氧化锆 O2 分

析仪作为 O2 传感器时，O2 的浓度：在零点气体

处设定为 21.00( 使用大气时 )；使用气瓶空气时，

设定为气瓶上标记的浓度。

校正浓度设定结束

ENT

(     ) ENT

ESC

NOX SO2 CO2 CO CH4

O2 O2  1 105 FS( (FS) )
O2  5 25vol / 0.01 5v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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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手动零点校正动作的设定

手动进行零点校正时，设定同时进行所有测量组分的校正，还是仅对选择的组分进行校正。

� 连续选择 < 菜单模式 > → < 校正设定 > → < 零点校正

动作 >，进入零点校正动作设定画面。( 显示右图所示

的画面。)

� 通过  键选择欲变更的 Ch，按 ENT 键，设定内容
即翻转显示。

� 通过  键，选择“选择”或“全部”。
 · 设 定 为“ 全 部 ” 时， 可 以 同 时 进 行 所 有 已 设 定 的

Ch( 组分 ) 的零点校正。

 · 设定为“选择”时，可以在选择好各个 Ch( 组分 ) 后，

分别进行零点校正。

设定后，请按 ENT 键，保存指定的校正动作。

Ch

1

ENT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ENT

Ch( )

Ch( )

Ch( )

ESC

(     ) ENT

手动零点校正动作
的设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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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校正量程动作的设定

零点、量程校正时 ( 手动校正、自动校正 )，设定是按显示的量程单独对各 Ch( 组分 ) 的量程进行校正，还是

使 2 个量程联动进行校正。

� 连续选择 < 菜单模式 > → < 校正设定 > → < 校正量程

动作 >，进入校正量程动作设定画面。( 显示右图所示

的画面。)

� 通过  键选择欲变更的 Ch，按 ENT 键，设定内容
即翻转显示。

� 按  键，选择“量程联动”或“显示量程”。
 · 选择“量程联动”时，使所设定 Ch 的量程 1 和量程 2

联动，进行零点、量程校正。

 · 选择“显示量程”时，仅对所设定 Ch 的校正时所显

示的量程进行零点、量程校正。

 设定后，按 ENT 键，即进行所指定的校正动作。

2

NOX CO

ENT

Ch1
NOX

Ch2
SO2

1  0-200  ppm

2  0-2000  ppm

1  0-200  ppm

2  0-2000  ppm

Ch1 1 2

Ch2

       ESC

手动校正设定结束

(     )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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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自动校正组分 / 量程的设定

进行自动校正 Ch( 组分 ) 的设定以及设定自动校正时执行校正的量程。对于量程切换方法设定为“自动”的 Ch，

即使在手动校正时，也按在此设定的量程进行校正。

� 连续选择 < 菜单模式 > → < 校正设定 > → < 自动校正

组分 / 量程 >，进入自动校正组分 / 量程设定画面。( 显

示右图所示的画面。)

� 通过  键选择欲变更的 Ch，按 ENT 键，校正量程
的选择光标即翻转显示。

� 通过  键，选择进行主要校正的量程。

� 选择后，按 ENT 键。
 校正时，将通过所选择的量程进行校正。

自动校正组分设定结束

(     ) ENT

ESC

ON

� 如在 � 的状态按 键，自动校正的“是”、“否”设定
即翻转显示。

� 设定值翻转显示后，通过  键选择“是”或“否”。

� 选择后，按 ENT 键。

校正量程选择结束

(     )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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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1. Ch( )

2. Ch( )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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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选择报警 1 ～ 5，则显示右图所示的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设定的项目处，按 ENT 键。

( )

0

6.3 报警设定

6.3.1 报警值的设定

设定报警值是便于在测量过程中根据测量浓度而进行上下限报警的输出。可使用任意 5 点的报警接点输出。

变更报警设定时，请将报警的 ON/OFF 设定置为 OFF 后，再进行数值的变更。

� 从菜单模式进入报警设定画面，则显示右图所示的画面。

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设定的报警 No. 或滞后处，

按 ENT 键。

1

Ch

(     ) ENT

(     ) ENT



— 31 —

� 设定后，按 ENT 键，结束报警设定。

ESC

 

       

0 100%FS

( )

1

Ch

数值设定光标

(     ) ENT

报警设定结束

C h O2
0-25 vol%

C h CO
0-200 ppm

C h CO2
0-10 vol%

C h SO2
0-200 ppm

C h NOX
0-200 ppm

0 0.
0 0 0 3.

0 0.
2 1 0 0.

- - - -H-alarm

10

1
Ch 

     Ch No.
 ( )
 ( )

 5

ON/OFF: ON OFF
  

Ch( ) H-alarm

( L-alarm
HH-alarm
LL-ala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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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滞后的设定

为防止报警设定值附近产生报警输出的振荡现象，须设置滞后值。

� 在报警设定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滞后，按
ENT 键，显示如右图所示画面。

� 显示出滞后值设定画面后，请输入滞后值。

 数值输入方法，通过  键进行 1 位数值的增减，

通过 键进行移位。

 设定后，按 ENT 键，滞后即生效。

ESC       

0~20%FS
%FS( )

(100%)

滞后的动作 ( 上限值报警时 )

如图所示，如超过上限值，则报警输出 ON。一旦报警输出 ON 后，示值从上限值降到已设定的滞后宽度范围之外，

报警输出才会 OFF。

ON( )

OFF( )

0-20 FS

滞后设定结束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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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校正设定结束

ENT

(     ) ENT

6.4 自动校正的设定

6.4.1 自动校正

在已设定的时间自动实施零点以及量程点的校正。

变更自动校正的设定时，请将 ON/OFF 设定为 OFF 后，再进行数值的变更。

� 从菜单模式进入自动校正设定画面，显示右图所示的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设定的项目处，

按 ENT 键。
� 显示自动校正设定画面后，请进行数值输入及设定。

 通过  键进行数值输入及变更，按 键向右移动
光标。

 设定后按 ENT 键，即按照所输入的设定进行自动校正。

 : 

 : 

( / )

 : 

( )

ON/OFF : ON/OFF

ESC



— 34 —

< 气体流通时间 > 的设定

� 在光标位于“流通时间”之前的状态下按 ENT 键，则显
示流通时间设定画面。

� 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变更设定的气体处，按
ENT 键。

� 翻转显示的数值可作变更。

 通过  键进行数值变更，按 键向右移动光标。

� 数值变更后，按 ENT 键。

� 如按 ESC 键，则返回自动校正设定画面。

注 ) 本画面所显示的 Ch 仅为正在使用的 Ch。

 置换时间为校正结束后的输出信号保持延长时间。

仅当保持设定为“ON”时有效。并且，此处所设

定的置换时间，也是手动校正时的保持延长时间。 (     )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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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校正中接点输出，在自动校正中 ( 保持设定 ON 时，也包括气体置换时间段的保持延长时间 ) 为导通，除此之

外为开路。

( 1.5 )

关于远程启动

与自动校正的 ON/OFF 无关，可以通过自动校正远程启动输入进行自动校正。

( 6.4.2 )
ON

OFF
( )

  1~99 1~40   (  7 )
  60~900  (  300 )

ON/OFF

SUN
1

Ch1 
Ch2 
Ch3 
Ch4 
Ch5 

ON

12:00

350 
350 
350 
350 
300 
300 
300 

( 6.2.4 Ch1~Ch5 )

:

12:00

350

Ch1 Ch2

12:00 12:00

350 350 300 300350 300

Ch3 Ch4 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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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ESC: 

6.4.2 自动校正的强制执行及中止

欲仅实施 1 次自动校正时，或在自动校正中欲强制停止校正时使用。

6.4.2.1 自动校正的实施 ( 仅 1 次 )

� 在自动校正设定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自

动校正 执行”处，按 ENT 键。
� 自动校正执行翻转显示，显示是否执行自动校正的待确

认信息。如按 ENT 键则执行，按 ESC 键则中止。

6.4.2.2 自动校正的强制中止

自动校正中强制停止校正时使用。

� 在自动校正设定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自

动校正 中止”处，按 ENT 键。
 ( 在自动校正中如进入此画面，则显示“自动校正中止”。)
� 自动校正中止翻转显示，显示执行还是中止自动校正中

止的待确认信息。如按 ENT 键则执行，按 ESC 键则中止。

ENT: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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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

ON

OFF

C h O2
0-25 vol%

C h CO
0-200 ppm

C h CO2
0-10 vol%

C h SO2
0-200 ppm

C h NOX
0-200 ppm9 0 8

0 0.
0 0 0.

.
0 0.

0 0 0

C h O2
0-25 vol%

C h CO
0-200 ppm

C h CO2
0-10 vol%

C h SO2
0-200 ppm

C h NOX
0-200 ppm

9 5 0.
0 0

0 0 0.

.
0 0.

0 0 0

C h O2
0-25 vol%

C h CO
0-200 ppm

C h CO2
0-10 vol%

C h SO2
0-200 ppm

C h NOX
0-zero200 ppm0 5

0 3.
.

0 0 0 0.
0 0.

2 1 0 2.

.

.

( 6.2.4 ) Ch1 Ch2

Ch1 Ch2

Ch1

Ch1

Ch2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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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简易零点校正的设定

6.5.1 简易零点校正

按照设定的时间自动执行零点校正。

通过“6.2.4”项的自动校正组分的设定确定需校正的组分。

变更简易零点校正的设定时，请将 ON/OFF 设为 OFF 之后，再进行数值的变更。

� 如从菜单模式进入简易零点校正设定画面，则显示右图

所示的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设定的项目，

按 ENT 键。
� 显示简易零点校正设定画面后，则进行数值输入及设定。

 通过  键进行数值输入及变更，按 键向右移动
光标。

简易零点校正设定结束

ENT

(     ) ENT

ON/OFF

( / )

ON/OFF

ESC

按 ENT 键，则按照所输入的设定值执行简易零点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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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零点校正中，自动校正中接点输出为导通，除此之外为开路。

  1~99    1~40  ( 7 )

  60~999  ( 300 )

SUN
12
300
ON

12:00

ON/OFF

( 6.2.4 Ch1~Ch5

)

:

12:00

300

00:00 12:00

300

( 1.5 )

有关远程启动

与简易零点校正的 ON/OFF 无关，可以通过简易零点校正远程启动输入进行简易零点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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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ESC: 

6.5.2 简易零点校正的强制执行及中止

欲仅实施 1 次简易零点校正时，或在简易零点校正中欲强制中止校正时使用。

6.5.2.1 简易零点校正的实施 ( 仅 1 次 )

� 在简易零点校正设定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

简易零点校正执行处，按 ENT 键。
� 简易零点校正执行翻转显示，并显示是否执行简易零点

校正的待确认信息。如按 ENT 键则执行，按 ESC 键则中止。

6.5.2.2 简易零点校正的强制中止

在简易零点校正中欲强制停止校正时使用。

� 在简易零点校正设定画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

简易零点校正中止处，按 ENT 键。

 ( 如在简易零点校正中，进入此画面，则显示“简易零

点校正中止”。)
� 简易零点校正中止翻转显示，并显示是否执行简易零点

校正中止的待确认信息。如按 ENT 键则执行，按 ESC 键
则中止。

ENT: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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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

ON

OFF

ZERO cal.

ZERO cal.

. C h O2
0-25 vol%

C h CO
0-200 ppm

C h CO2
0-10 vol%

C h SO2
0-200 ppm

C h NOX
0-200 ppm0 5

0 3.
.

0 0 0.
0 0.

2 1 0 2.

( 8.2.4 ) Ch1 Ch2

Ch1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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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维护模式，请参见“6.7”节。

� 从菜单模式进入参数设定画面，则显示右图所示的画

面。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设定的项目处，按
ENT 键。

5

ENT(     )

6.6 参数的设定

根据时刻、键锁定等的需要进行参数的设定。设定项目如下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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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NT

� 如果显示出参数设定画面，则进行数值输入及设定。

 请通过  键输入数值及设定，通过 键使光标向
右移动。

 设定后按 ENT 键，则按已输入的设定值实施。

                

( 6.4 )

ENT ENTSPANZERO

保持动作

如果将保持设定为 ON，则校正中 ( 手动校正、自动校正 ) 及气体流通期间 ( 参见“6.4 自动校正的设定”一节 )

的各 Ch( 组分 ) 输出信号被保持。并且，与保持的 ON/OFF 设定无关，还可通过外部输入保持输出信号。

1. 手动校正时的动作

 : 0-100%FS

 : 1~60 s (  15s)

 : 1~59 1~4  (  1 )

   1~59 1~4

 : 1 60  ( 5 )

 : 0000~9999 (0000)

ESC      

参数的设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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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动校正时的动作

  

3. 远程保持

  

4. 保持中的画面显示

 测量画面中的“保持中”的信息闪烁。校正动作中，因为需显示校正动作的画面，因此即使在保持中，“保持中”

的信息也不显示。待到保持延长时间中才显示。

5. 与手动、自动无关，校正气体流通后，即使中止校正动作时，在保持延长时间内也进行输出保持。

6. 保持的数值可选择刚进入输出保持之前的值“事前值”，或任意的值“设定值”。

 设定方法如下。

� 在参数画面选择保持，按 ENT 键，“ON”或“OFF”翻

转显示。按  键进行 ON/OFF 的变更。

 按 ENT 键，返回参数设定画面。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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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N/OFF 翻转显示的状态按 键。 “事前值”或“设

定值”文字翻转显示。按  键进行“事前值 / 设
定值”的变更。

� 如在“事前值”处按 ENT 键，则返回参数设定画面。如

在“设定值”处按 ENT 键，则进入设定值输入画面。
 “事前值” ：对刚进入保持之前的值进行保持。

 “设定值” ：以已设定的任意保持值进行保持。

ENT

� 如显示出保持设定值设定画面，则通过  键将光

标移至欲设定的 Ch( 组分 ) 处，按 ENT 键。

� 数值翻转显示。翻转显示的数值可以变更。通过  

键变更数值，按 键向右移动光标。

� 变更数值后，按 ENT 键。

� 按 ESC 键，返回参数设定画面。

2
0 1000ppm

10%FS
100ppm

( )

O2

保持设定值的设定结束

ESC

ENT

ENT

参数设定画面



— 46 —

平均时间设定

可进行 O2 换算平均值的移动平均时间、O2 平均时间的设定。

可进行 1~59 分钟 (1 分钟步长 ) 或 1~4 小时 (1 小时步长 ) 的

平均时间设定。

如果改变设定，则 O2 换算平均值、O2 平均值将被复位 ( 仅

限于改变设定的组分，在输入 ENT 时被复位 )。

1

30 1

1 ( ) 30

1

平均值复位

清除 O2 换算平均值、O2 平均值，开始进行平均操作。将所有的平均值同时复位。

在复位输入的时刻，显示值及输出值相当于 0 ppm，vol%( 参见平均时间设定 )。

( 1.5 )

响应速度

可改变电气类设备的响应时间。

可以分别对每个组分设定。

 注 ) 此处可设定的时间 (S)，仅为大致标准，不是准确值。

   请根据需要设定数值。



— 47 —

维护模式

为进入维护模式输入密码时使用。输入密码后，按 ENT 键，进入维护模式。可在维护模式的密码设置中设定密码。

出厂时的密码为“0000”，密码变更之前可输入该数值进入维护模式。

显示灯熄灭

这是使液晶显示屏的背光灯自动熄灭的设定。

从返回测量画面的时刻开始，经过在此处所设定的时间后，背光灯将自动熄灭。

在熄灭状态下，按任意键可使背光灯重新点亮。

仅当将设定置于 ON 时，显示自动熄灭之前背光灯亮灯的时

间。在此状态下如按 键，可通过  键变更时间设定，

按 ENT 键确认。
设定为 OFF 时，背光灯不熄灭。

ON/OFF

对比度

可调节液晶显示屏的对比度。

按  键，对比度将会变化。调节至清晰醒目时，按 
ENT 键确定。



— 48 —

6.7 维护模式

进行传感器输入值的确认、故障记录文件的显示、密码设定等操作。本项中，首先进行密码设定，从下次开始，需

要输入已设定的密码。可以在“6.6 参数的设定”一节中，通过选择维护模式显示本项内容。

� 在参数项目选择画面中，选择维护模式，则显示出密码输入画面。

� 输入密码后，即显示维护模式项目选择画面。通过  键

将光标移至欲选择的项目，按 ENT 键。
� 然后显示各种维护画面。

 注 ) 工厂模式为本公司技术服务人员专用。

� 按 ESC 键，可从各个画面返回。

ENT:
ESC:

(     ) ENT

ENT

ENT

14

( )

8 

        

• 故障记录文件画面

1 4  NDIR

5  O2

• 传感器输入值画面

各种维护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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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记录画面

ENT

10

Z1 1 (Z)

S1 1 (S)

Cnt

Con  

ENT
ESC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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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调整画面

通过   键移动光标，选择需调整的输出 (OUT 

No. 及零点 · 量程 )，按 ENT 键。

需调整的数值翻转显示。按  键，边观察输出边调整

数值。按 键，可以移位。

调整结束后，请按 ENT 键。

OUT( )

4mA 0V 20mA 1V

ENT



— 51 —

• 各种设定

按  键，将光标移至欲设定变更的项目前。
在密码、氧换算、极限、站 No. 的数值翻转显示。

通过  键变更为任意的数值，按 ENT 键。

注 ) 请认真保管所设定的密码，不要忘记。如遗忘密码，

则不能进入维护模式。

 : 

4
O2  : 

00 19%
 : 

01 20%
5.3 

O2

No. : MODBUS No.
00 32

 : 

O2

No. 01

< 量程的设定 · 变更方法 >

可在购买时指定的最小、最大量程的范围内任意设定测量量

程。使用量程也可选择量程 1 或量程 2。

� 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量程设定之前，按 ENT 键。

O2

No. 01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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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 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变更设定的 Ch( 组分 ) 之

前，按 ENT 键。

ENT

� 通过  键将光标移至欲变更的设定值之前，按 ENT

键。

1 2
( ) 1 2

1 2

1
2 

Ch1 NOx

ENT

� 请通过  键进行数值的变更。

 可通过 键移位。
 单位不能变更。

 在小数点位置翻转显示的状态下，按  键，可移
动小数点位置。

� 变更结束后，请按 ENT 键。
1
2 

Ch1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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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6.8 校正

6.8.1 零点校正

调整零点时使用。通常，请参见“3.4 采样”一节中 3.4.1 标准气体的准备之项，使用符合用途的气体作为零点

校正气体。

� 在测量画面中，按 ZERO 键，使之显示手动零点校正画面。

� 按  键，选择需校正的 Ch( 组分 )。选择后，按

ENT 键，零点气体流通。

CH( )

� 在零点气体流通的状态下等待示值的稳定。示值稳定后，

按 ENT 键，通过光标选择的量程即进行零点校正。

注 )  对于在量程切换方法的设定 (“6.1.1”) 中将切换方法

设定为“自动”的 Ch( 组分 )，光标将自动移动至自动

校正组分 / 量程的设定 (“6.2.4”) 中所选择的量程处，

在该量程内进行校正。

ESC     

ZERO

(     )

ENT

ENT

手动零点校正实施后切换到测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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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量程校正

量程点的调整时使用。使作为量程值设定的浓度的校正气体流通，进行量程校正。NOx、SO2、CO2、CO 分析

仪的量程校正用气体，请使用量程值 90% 以上浓度的标准气体，对于 O2 分析仪的量程校正用气体，内置 O2 分

析仪时，请使用量程值 90% 以上浓度的标准气体，外置氧化锆 O2 分析仪时，请使用 2vol% 左右的标准气体。

� 在测量画面中，按 SPAN 键，使之显示手动量程校正画面。

� 按  键，选择需校正的 Ch( 组分 )。选择后，如果按

ENT 键，则校正气体流通。

2

� 在校正气体流通的状态下等待示值稳定。示值稳定后，按

ENT 键，通过光标选择的量程进行量程校正。

注 )  对于在量程切换方法的设定 (“6.1.1”) 中将切换方

法设定为“自动”的 Ch( 组分 )，光标将自动移动至

自动校正组分 / 量程的设定 (“6.2.4”) 中所选择的

量程处，在该量程内进行校正。

手动量程校正实施后切换到测量画面

ENT

ESC      

SPAN

ENT

(     )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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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

7.1 日常检查

(1) 零点校正及量程校正

� 请进行零点校正。校正方法参见“6.8.1 零点校正”。

� 零点校正结束后，请进行量程校正。校正方法参见“6.8.2 量程校正”。

� 每周 1 次请根据需要实施零点、量程校正。

(2) 流量的检查

� 试样气体流量 · 换气气体流量分别如下所示。

 · 试样气体流量：0.5L/min±0.2L/min。

 · 换气气体流量：约 1L/min。

� 每天 1 次请根据需要进行检查维护。

7.2 日常检查维护要领

表 7-1 维护检查表

� 
 � 

� 
�

0.5L/min
0.3 0.7L/min

( 1L/min ~ 
1.5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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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试样气室的清洁

如试样气室内混入尘埃和水滴，试样气室内部就会因污染引起测量值漂移。

污染时必须清洁。

同时要检查采样设备，特别是检查过滤器。防止尘埃、气雾等污染试样气室内部。

7.3.1 试样气室的拆卸、组装方法

试样气室有块状气室(气室长：4mm、8mm、16mm、32mm)和管状气室(气室长：6.4mm、125mm、250mm)2种。

在2组分分析仪中，有时光学系统中同时拥有这2种气室，此时，请按照先管状气室后块状气室的顺序进行拆卸

(参见图7-1)。

(1) 管状气室的拆卸方法 ( 参见图 7-1)

� 关闭测量气体。含有有毒气体时，请用零点气体对试样气室内部进行充分换气。

� 请断开电源开关。

� 旋松正面面板的螺钉，拉出内箱。

� 拆下连接试样气室的配管。

� 旋松并拆下固定管状气室压板 ( 图 7-1 的 No.11) 的螺钉 ( 图 7-1 的 No.7)。
� 将气室从测量部件上拆下，旋下两端的透射窗 ( 图 7-1 的 No.14)。透射窗为右旋螺纹。

� 组装时请与拆卸正好相反的顺序操作。组装中红外线光源组件与气室、气室与检测器之间请留出 0.5mm 的

间隙。

MODE
ZERO

SPANENTER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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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测量部的构成 ( 管状气室 )

No.   

1

2

3

4

5

6

7

8

( 9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

( )

( )

( )

( )

O

(18)

17

16

15
(9)14

13

10

11

7

12

7

11

10

5

1

8

6

4 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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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块状气室的拆卸方法 ( 参见图 7-2)

� � ～ � 与“7.3.1”项 (1) 管状气室的拆卸方法相同。

� 从印刷电路板上拔下检测器输出导线的连接器。

� 将红外线光源组件上固定检测器的 2 个螺钉 ( 图 7-2 的 No.10) 旋松，从测量部组件上拆下检测器。块状气

室可与检测器一起拆下。

� 将检测器上固定块状气室的 2 个螺钉 ( 图 7-2 的 No.6) 旋松，拆下块状气室。块状气室一端的透射窗只是夹

在检测器与块状气室之间，并没有固定，所以，拆卸时须使检测器朝上，以免透射窗掉下。


 组装时请与拆卸正好相反的顺序操作。

注 ) O 型圈装在窗框与块状气室之间。注意不要装错 O 型圈的位置。

对于二组分分析仪，虽然最后安装第二组分检测器，此时须注意与第一组分检测器之间不要出现间隙。

另外，在印刷电路板上插入检测器输出导线的连接器时，须注意安装位置不能装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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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测量部组件的构成 ( 块状气室 )

No.   

1

( 2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

( )

( )

O

( )

(13)

12

(2)1

11

3

8
9

7

6

10

4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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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量部组件的拆卸方法

� � ～ � 与“7.3.1”项 (1) 管状气室的拆卸方法相同。

� 从印刷电路板上拔下检测器输出导线的连接器。

� 从印刷电路板上拆下连接红外线光源组件的 2 芯端子的配线和斩光器电机的连接器 ( 图 7-1 的 No.8)。
� 拆下固定底板 ( 图 7-1 的 No.4) 的 4 个螺钉 ( 图 7-1 的 No.3)，取出测量部组件。

注 ) 拆卸、组装测量气室时，要特别注意不能在检测器的连接管及红外线光源组件连接管上施加力。否则，

如连接管变形，将导致因封入的气体泄漏而不能正常工作。

图 7-3 测量部组件的构成 ( 二组分分析仪：块状气室 + 管状气室 )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

( )

( )

O

( )

( )

O

( )

16
15

11

13

12

14

12

13

11

10

3
10

17

91

7
8

6

5
2

5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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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气室的清洁方法

� 气室内壁和红外线透射窗的清洁，先用柔软的毛刷除去大的灰尘，然后用软布轻轻擦拭。

请绝对不要使用硬布等擦拭。

注 )  透射窗很容易破裂，清洁时请特别注意。

并且，请注意不要用力擦拭，避免划伤透射窗。

� 透射窗及气室内脏污严重时，请用软布蘸无水酒精擦拭掉脏污。

� 万一透射窗发生腐蚀时，如果程度较轻时，用抹布蘸氧化铬粉末轻轻擦拭即可除去，腐蚀特别严重时需要更换。

� 气室 · 窗的清洁结束后，请按照气室的拆卸、组装方法组装好。特别要牢固地连接好配管，确保气密性能，

并且矫正配管的非自然折弯。

� 请避免用水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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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信息

以下内容为分析器所发生的故障。

　　

A/D

( )
50%

(
) 50%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No.10

 No.4 No.8

 发生故障 No.1 ～ No.3，No.10 时，仪表异常输出接点闭合。

 发生故障 No.4 ～ No.9 时，校正异常输出接点闭合。

<发生故障时的处理方法>

  发生故障 No.1～No.3以及No.10时，为仪表故障。请与购买的商店、本公司的服务部门或者本说明书封底中的

技术咨询窗口联系。

 发生故障 No.4～No.8时，可认为是校正时的步骤故障。

 对以下各项进行确认后，如故障仍然发生，请如上述同样与本公司联系。

 ①校正气体在分析仪内部流通吗? 

 ②分析仪中流通的气体与校正的操作内容相符吗?(如：流通的是量程气体，而实施的操作却是零点校正等等)

 ③流通的气体浓度与校正浓度设定中所设定的气体浓度相符吗?

  此外，当发生故障 No.5、No.7时，由于可以按照下述步骤实施强制性的校正，因此，在校正遇到失败，或者校

正内容不符等时，可作为复原方法使用。

 



— 63 —

< 发生故障时的画面显示及操作 >

 故障 No.1 ～ No.4， No.6， No.8 ～ No.10 时

　　

ESC

ESC

       
       

ESC

ENT

       

C h O2
0-25 vol%21 0 0.

C h CO
0-200 ppm0 0

C h CO2
0-10 vol%0 0 0 0

C h SO2
0-200 ppm

C h NO2
0-25 ppm0 0 8

.
.

.

. No.9

1 3 6

NOx

ESC: 

故障 No.5,No.7时

　

C h O2
0-25 vol%0 0 9.

C h CO
0-200 ppm0 0

C h CO2
0-10 vol%0 0 0 0

C h SO2
0-200 ppm

C h NO2
0-25 ppm9 0 8

.
.

.1 3 6

.

ESC

ESC

ENT

ENT

50%FS
ENT
ESC

NOx

ENT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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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记录文件

如果发生故障，则其履历保存在故障记录文件中。故障记录文件位于维护模式中。

＜故障记录画面＞

  

ENT: 
ESC: 

No. Ch
04
04
03
03
03
03

No.4
No.1
No.6
No.9
No.5
No.9

  2
  1
12 
12 
12 
12

11 
10 
  1 
  1 
  1 
  1

18 
12 
10 
10 
  0 
  0

10 
  2 
10 
10 
  0 
  0

5 
1 
2 
2 
2 
2

Page 1

 ※ 最多保存14个故障履历。超过此数时，如果发生一个新的故障，则删除1个旧的故障。

 ※ 即使切断电源，故障记录的内容也被保存。

＜故障履历的删除＞

  在上述画面中，按 ENT 键，“清除故障记录”反转显示，如果再次按此键，则故障履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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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规  格

9.1 普通规格

1. 标准规格
·测 量 原 理： NO，SO2，CO2，CO，CH4；

非分散型红外吸收法
单光源单光束(单光束方式)

O2：电化学式(内置)
或氧化锆式(外置ZFK7型)

·测 量 值 显 示： 4位数字显示(带CFL背光液晶屏)
·各组分瞬时值显示
· O2换算瞬时值显示(仅限带O2分析仪

的CO、NO、SO2分析仪)
· O2换算平均值显示(仅限带O2分析仪

的CO、NO、SO2分析仪)
·O2平均值显示

·测量组分及测量范围：

NO

SO2

CO2

CO

O2

( )

0  200ppm

0  5000ppm

0  10vol%

0  100vol%

0  100vol%

0  25vol%

0  100ppm

0  200ppm

0  10vol%

0  200ppm

CH4 0  100vol%0  500ppm

O2

( )
0  25vol%0  5vol%

·最多可测量包括O2在内的5种组分。
·每组分有2个测量量程。
·测量量程比率 ≤1:10

·模 拟 量 输 出 信 号： DC4-20mA或者DC0-1V 
最大12点(与接地、内部电路隔离、
输出线间非隔离)
模拟量输出时，相对于测量值显示，
进行1:1输出
最大负载  DC4-20mA   550Ω以下
最小负载  DC0-1V   100kΩ以上

·模 拟 量 输 入 信 号： 外置O2分析仪信号输入用
输入 (1) 氧化锆O2分析仪信号(本公司

产品ZFK7型)
(2)DC0-1V量程信号

输入部分为非隔离
*外置O2分析仪为另需配备产品

·接 点 输 出
(选配件)

： 1c继电器接点(接点容量DC24V/1A阻
性负载)最大15点

仪表异常、校正异常、量程识别、
自动校正中、自动校正用电磁阀驱
动
上下限报警接点输出
接点相互之间以及与内部电路之间
为继电器隔离

·接 点 输 入
(选配件)

： 电压输入接点(施加DC12~24V  必要电
流最大15mA)最大9点
远程量程切换、自动校正远程启动、
远程保持、平均值复位
与接点相互间及内部电路之间为光耦
合器隔离

·供 电 电 源： 额定电压          AC100V～AC240V
工作电压          AC85V～AC264V
额定频率          50Hz/60Hz
最大额定功率   100VA

·动 作 条 件： 环境温度  -5°C～45°C(双系统AC200V
电源时，最高40°C)

环境湿度 90%RH以下  无结露
·贮 存 条 件： 环境温度  -20°C～60°C

环境湿度 100%RH以下  无结露
·外形尺寸(H×W×D)：

19英寸机柜安装型 133×483×418mm
面板嵌入型 133×440×418mm
台式 149×440×418mm

·重 量： 约8kg
·喷 涂 颜 色： 正面面板：黑色(DIC P-1000-F)

白色(Cool Gray PANTON 
1C-F)

机壳：白色(Cool Gray PANTON 1C-F)
·外 壳 结 构： 钢板制机壳、气室内型
·接触气体部位材质： 气体出入口 ：SUS304、

试样气室 ：SUS304/氯丁橡胶
红外线透射窗 ：CaF2、
内部配管 ：Tygon软管、特氟隆管
磁力式氧分析仪传感器气室 ：SUS316
电化学式O2传感器气室 ：ABS树脂

·气 体 出 入 口： Rc1/4或者NPT1/4内螺纹
·换 气 气 体 流 量： 1L/min(根据需要换气)
·电化学式氧分析仪的使用寿命：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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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功能
·输 出 信 号 保 持： 通过保持设定(将设定置于ON)，在手

动及自动校正中保持输出信号。
保持的值为校正开始之前的数值或任
意设定值。
瞬时值的显示值不保持。

·量 程 切 换： 量程切换根据设定可选择手动、自动
或远程。
仅已设定的切换方法有效。

手动： 通过键盘操作进行量程切换
自动： 达到低量程的90%FS以上时，从低量

程向高量程切换
降到低量程的80%FS以下时，从高量
程向低量程切换

远程： 接点输入(选配)
通过远程量程切换输入信号切换量程
各组分的接点输入上施加规定电压时
选择低量程，不施加时选择高量程。

* 另外，在已选择的第1量程和第2量程之间的范围内，可任意进
行量程变更。

3. 选配功能

·远 程 输 出 保 持： 通过在远程输出保持输入端子上施加
规定电压，输出信号可保持刚施加电
压前的值或任意设定值。
在输入期间进行保持。瞬时值的显示
值不保持。

·量 程 识 别 信 号： 当前的测量量程的识别通过接点信号
输出。

·自 动 校 正： 按预先设定的周期进行周期性的自动
校正。
如果在外部准备好校正用标准气体储
气瓶及气体流通开闭用电磁阀，就可
按设定的自动校正时序，依次接通/断
开(ON/OFF)零点、及各档量程校正用
电磁阀驱动接点，进行校正。

自动校正周期设定：
设定进行自动校正的周期。
可在1~99小时(以1小时为单位)或
1~40天(以1天为单位)范围内设定、
变更。

气体流通时间设定：
设定自动校正时流通的各个校正气
体的流通时间。
60~900秒(以1秒为单位)

·自动校正远程启动：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进行仅限1次的自动
校正。校正的顺序依据自动校正的设
定实施。
通过在自动校正远程启动输入上施加
1.5秒以上规定电压后断开，开始自动
校正。时间上是从接点输入断开时开
始。

·简 易 零 点 校 正： 按预先设定的周期进行周期性的零点
校 正 。 可 设 定 不 同 于 自 动 校 正 的 周
期。
如果在外部准备好校正用零点气体及
气体流通开闭用电磁阀，则可按所设
定的简易零点校正时序，ON/OFF零点
校正用电磁阀驱动接点，进行周期性
的零点校正。

简易零点校正周期设定：
设定实施零点校正的周期。
1~99小时(以1小时为单位)或1~40
天(以1天为单位)

气体流通时间设定：
设定零点气体流通的时间。
60~900秒(以1秒为单位)

·上 下 限 报 警： 依据预先设定的报警上下限值输出报
警接点信号。
各组分的瞬时值超过报警上限值或者
低于报警下限值时，接点闭合(最大5
点)

·仪表异常接点输出： 发生分析仪故障No.1、2、3、10时，
接点闭合

·校正异常接点输出： 手 动 及 自 动 校 正 异 常 时 ( 发 生 故 障
No.4~9时)接点闭合

·自动校正中接点输出： 自动校正中接点闭合
·O2 换 算： 将CO、SO2被测气体浓度以基准O2浓

度进行换算。

换算公式：

C     ：换算浓度
Cs   ：被测气体的测量浓度值
Os   ：O2测量浓度值
On  ： 换算基准O2浓度(数值可通过设

定变更)
※ 运 算 中 分 数 部 分 的 上 限 值 为 4 。

通过显示及模拟输出信号输出运算
结果

·O2换算平均值计算及O2平均值计算：
可将O2换算结果或O2瞬时值作为一定
时间内的平均值进行输出
平均值是每隔30秒进行采样的移动平
均值
(输出每隔30秒进行刷新，为刷新前一
定时间内的平均值)
平均时间可通过设定变更1~59分钟(以
1分钟为单位)或1~4小时(以1小时为单
位)

·平 均 值 复 位： 通过使平均值复位输入端子短接1.5秒
以上后断开，使上述换算平均值输出
从初始状态启动。
以短接进行复位，以断开进行再启动

C＝ −−−−−−−−− ×Cs
21−On

21−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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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信 功 能： RS-485(9芯D-sub输出)
半双工比特串行异步周期
ModbusTM协议
通信内容： 各种设定值的读取写入，

测量浓度值、仪表状态的
输出

备注： 通过RS-232进行连接时，请
使用RS-232C ↔ RS-485变换
器。

USB(TYPE-B)： 通信内容与RS485相
同

4. 符合标准
·产 品 安 全： EN61010-1；2001
·E  M  C： EN61326-1；1997，A1：1998，

A2：2001，A3：2003

5. 性能
·重 复 性： ±0.5%FS
·线 性 度： ±1%FS
·零 点 漂 移： ±2%FS/周(NO、SO2测量时，使用简

易零点校正时)
·量 程 漂 移： ±2%FS/周
·响应时间(90%FS响应)：

电气上的响应1～15秒
包括气体的置换时间在内，共计在60
秒以内(试样气体流量为0.5L/min时)
* 气体置换时间随测量组分数及测量量
程而异。

·其它气体的干涉：

CO 
1000ppm

CO2 15%

H2O 20˚C

H2O 2˚C

CH4 
1000ppm

––

––

1%FS

1%FS

1%FS

CO2

––

––

1%FS

1%FS

1%FS

CH4

––

2.5%FS
(200ppm

)

1%FS
200ppm

2.5%FS

1%FS

1%FS
500ppm

2.5%FS

CO

––

1%FS

1%FS

50ppm

SO2

2%FS

––

––

1%FS

1%FS

NO

2%FS

6. 标准被测气体条件
·流 量： 0.5L/min ± 0.2L/min
·温 度： 0～50°C
·压 力： 10kPa以下(气体出口应与大气相通)
·灰 尘： 0.3µm以下的粒度，100µg/Nm3以下
·气 雾： 无
·水 分： 气室温饱和以下(无结露)

0～200ppmCO分析仪、NO分析仪及
SO2分析仪为2°C饱和以下

·腐 蚀 性 组 分： 1ppm以下
·校 正 用 标 准 气 体：

零 点 气 体： 干燥N2

量程气体： 相 对 于 各 被 测 组 分 的 量 程 的
90%~100%的浓度(推荐)
超过100%的浓度不可使用。

但是，在外部设置氧化锆式O2分析仪，用同样的校正
气体管路进行校正时，
零 点 气 体： 干燥Air或大气(存在CO2分析仪时不可

以)
量程气体： 除O2分析仪外，各被测组分的气体，

相对于量程90%~100%的浓度
O2分析仪  1~2vol% O2/残留N2气体

7. 设置条件
· 请在气室内使用。(不受阳光直射、风雨、高温物质辐射热影

响的位置。不能避免这些影响的场所，为防止阳光直射、辐射
热的影响，请准备顶棚或罩盖。)

·请避开有振动的场所。
·请选择环境空气清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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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型号指定

A 
B 
C
D

Y
P
A
D
B
E
F
G
J
K
L
N
T
V
Z

Y
1
2
3
4

1

Y
A
B
C
L
M
V
P
R
Z

1
2

A
B
C
D

4 5 6 71 2 3

Z R E 1
8

Y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

2

3
3
3
3
3
3
3
3

4

5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A

J

C

Y
A
C

Y
A
B
C
D
E
F
G 
H

19   JIS

(NDIR)>

-
NO
SO2

CO2

CO
CH4

NO
NO
CO2

CH4

CO2

NO
CO2

NO

-
-
-
-
-
-
SO2

CO
CO
CO
CH4

SO2

CO
SO2

-
-
-
-
-
-
-
-
-
-
-
CO
CH4

CO2

  

19   EIA

1 2 3 4
-
-
-
-
-
-
-
-
-
-
-
-
-
CO

O2

0-5/10%
0-5/25%
0-10/25%
0-5%
0-10%
0-25%
0-50%
0-100%

Rc1/4

NPT1/4

DC0 ~ 1V
DC4 20mA
DC0 1V
DC4 20mA

(DIO)>
FAULT

  
   
    
   
    
    
    

(O2)>

O2

(ZFK7)

(NDIR)> 1 1
(NDIR)> 1 2
(NDIR)> 2 1
(NDIR)> 2 2
(NDIR)> 3 1
(NDIR)> 3 2
(NDIR)> 4 1
(NDIR)> 4 2
(O2)>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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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仅使用 O2 分析仪时，请指定第 6 位为 Y。
 在测量组分中选择 NO、SO2 时，请将第 22 位指定为“自动校正”。
注 2) 第 7 位指定为“1”时，相对于量程，请以 0-1V 线性信号输入来自外置 O2 分析仪的输入信号。
 本公司专用氧化锆氧分析仪以及外置氧分析仪不包括本列表中，请另行订购。
注 3) 组分量程的允许组合情况，请参见表 1 的各测量组分量程组合表。
 各量程的指定代码，请从上述量程代码表选择。
 第 6 位指定为“Y”时，请将第 9 ～ 16 位全部指定为“Y”。
 电化学式氧分析仪的量程为 0 ～ 10% 以上。
注 4) 仅可对 NO、SO2、CO 进行氧换算值输出以及氧换算平均值输出。
注 5) 使用 5 组分分析仪时，不可选择“H”。
 使用 4 组分分析仪选择“H”时，上下限报警的输出点数最多为 3 点。
注 6) 即使第 24 位选择了“B”，测量量程也请选择 ppm 量程。
 实际上，仪表是以换算为 mg/m3 量程的值出厂的。
 有关 ppm 和 mg/m3 的对应关系，请参见下述对应表。
注 7)  第 25 位指定为 A ～ D 时，通过下述平衡气体调整后出厂。如需用其他平衡气体进行调整时，请指定“Z”。指定“Z”时，

请添附测量气体中所包含的气体组成表。
 标准“A”：平衡气体 N2、热处理炉用“C”：平衡气体 30%H2/ 剩余 N2、转炉用“D”：平衡气体 CO、CO2

4 5 6 71 2 3

Z R E 1
8

Y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6
7

24

25

26

ppm %
mg/m 3 g/m 3

A
C
D
Z

Z

0-100ppm
0-200ppm
0-250ppm
0-300ppm
0-500ppm
0-1000ppm
0-2000ppm
0-2500ppm
0-3000ppm
0-5000ppm
0-1%
0-2%
0-3%
0-5%
0-10%
0-20%
0-25%
0-40%
0-50%
0-70%
0-100%

Y
B
C
D
S
E
F
G
U
T
H
J
K
Q
L
M
N
V
W
P
X
R
Z

A
B

mg/m3

mg/m3  

C
ppm

0-200ppm
NO

0-260mg/m3

SO2

0-570mg/m3

CO
0-250mg/m3

D 0-250ppm 0-325mg/m3 0-700mg/m3 0-300mg/m3

S 0-300ppm 0-400mg/m3 0-850mg/m3 0-375mg/m3

E 0-500ppm 0-650mg/m3 0-1400mg/m3 0-600mg/m3

F 0-1000ppm 0-1300mg/m3 0-2800mg/m3 0-1250mg/m3

G 0-2000ppm 0-2600mg/m3 0-5600mg/m3 0-2500mg/m3

U 0-2500ppm 0-3300mg/m3 0-7100mg/m3 0-3000mg/m3

T 0-3000ppm 0-4000mg/m3 0-8500mg/m3 0-3750mg/m3

H 0-5000ppm 0-6600mg/m3 0-1400mg/m3 0-6250mg/m3

NO(mg/m3)=1.34 NO(ppm)
SO2(mg/m3)=2.86 SO2(ppm)
CO(mg/m3)=1.25 CO(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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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外形图

〈分析仪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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