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MS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

产品名称 CEMS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

公司名称 陕西西安聚能仪器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0.00/套

规格参数 品牌:聚能仪器
型号:TR-9300

公司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草滩六路
南段绘锦园A2幢

联系电话 -13992878510 13992878510

产品详情

1、tr-9300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是采用世界先进在线分析技术与中国环保监测技术相结合，通过我公司多年
在工业流程领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精心打造而成。应用于烟气中气态污染物（so2、nox、co、co2、o2）
和固态污染物以及温度、压力、湿度、流量的在线监测，并通过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生成图谱、环保报表
，可将数据远传至各级环保部门。系统按工业型标准设计，有大量的成功案例。

系统组成：

加热取样系统

预处理系统

气体分析仪（测量组分为、nox、o2、co、co2）

粉尘颗粒物浓度测量仪

湿度、温度、压力测量仪

数据处理系统

2、系统技术指标

测量成分 测量范围

so2： 0～5000ppm可选

nox： 0～5000ppm可选



co： 0～5000ppm可选

粉尘：0～100%不透过率 0～4000mg/m3

o2：0～10/25%

温度 0～300摄氏度

流量：0～40m/s

湿度：0～20%

压力：0～130kpa

2 性能规格

2.1 一般规格

  

项目

  

规格
  

监测组分

（可定制）

  

so2,nox，co，o2，粉尘颗粒物浓度，温度、压力、流速、湿度

(具体监测组份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测定范围

（可定制）

  

so2 0 ~ 2500mg/m3

nox 0 ~ 2500 mg/m3

o2 0 ~ 25vol%

或定制
  

重现性

  

≤±0.5%
  

数值显示的漂移

  

＜±1%
  

0点漂移

  

≤±1%/7d
  

漂移

  

≤±1%/7d
  

直线性

  

≤±1%
    



响应时间 取样距离≤30米，t90≤35s
  

样品气体采取量

  

约6l/min
  

校正气体

  

零气体 100%n2 标准气体

跨度气体 so2 in n2 标准气体

no in n2 标准气体

o2 in n2 标准气体或大气(空气)
  

周围环境允许条
件

  

温度：-5 ~ 40℃.湿度:95%rh以下,没有辐射热，

直射阳光，及较大振动的地方
  

信号输出

  

4-20ma标准电流信号或rs485，rs232通讯信号
  

所需电源

  

ac380v±22v,50/60hz（根据当地情况选择）
  

有效尺寸

  

600mm×600mm×1800mm
  

重量

  

约200kg
  

气体连接部材质

  

特氟龙管或不锈钢管

4 原理及构造

4.1 测定系统

(1) 样品气体的流向途径

用气体采样探头采集到待检测的样品气体，通过气体探头内的初级过滤器，先除去比较大的灰尘。此时
如果过滤器上附有水分，过滤器马上会被堵塞，同时使so2气体溶解损失, 为此预先将进入的待测气体加
热到约180℃以避免。另外，在测定所含so2 , nox气体成分时为了使采样探头到主机箱间的特氟龙管内
不出现水份, 也必须进行加热，然后把待测气体导入到主机箱。

从气体入口进入主机的样品气体通过电动球阀用 ＂排液分离器＂ 冷却到机箱内部的温度，从而使气
体中的水份分离出来, 再经过 ＂前冷却器＂除湿, ＂排液分离＂中产生的水份流入 ＂1＃排液器＂
 , 溢水排出。样品气体在经过 ＂过滤器＂后，进入＂冷却器１级制冷＂，被冷却到４℃，又分离出
水份，产生的水份经＂蠕动泵＂流入＂1＃排液器＂ , 溢水排出。样品气经过＂冷却器１级制冷＂后
被＂抽气泵＂吸取。该泵的吸取能力，最大为６l/min 左右，这时＂样品气体＂的收集量被其后的气阻
分流调整约１.５l/min流量进入＂冷却器2级制冷＂被冷却到４℃，又分离出水份，产生的水份直接流入



＂2＃排液器＂ , 溢水排出。这样经过两级冷却，气体中所含水份浓度保持在４℃饱和状态。可以通
过＂流量计＂调整样品气体约以0.7l/min的流量进入分析仪，最后气体经分析后排到机箱外部。

关于样品气体流量

本装置如图所示。机内待测气体流量是由流量计和旁路线中的气阻来调节控制的。

用户可根据贵处的实际情况，如样品气体压力，供给电源，还有采样探头的敏感程度等来选择调整本机
内部的样品气体总体流量和样品线流量。如果流量表显示出的流量与0.7l/min数值偏差较大，用气阻加以
调整。

（2）校正气体流路

零点标准气体和跨度标准气体为＂校正气体＂。它们由各自的标准气体瓶通过各自的电磁阀sv2 , sv3
导入。具体途径是，从每个气瓶上减压阀的次级端送出的校正气体，经过调压阀制成一定压力，以0.7l/m
in的流量经校正流量计进入分析仪。

另外还有直接采用空气作为校正气体的情况，此时空气由电磁阀sv1导入通过＂抽气泵＂吸取主机箱内空
气，进入＂冷却器＂，又使水份浓度保持在４℃饱和状态引入分析仪。

4.2 构造和各部分说明

本装置由供室内放置的机箱和采集气体样品用的探头构成。主体机箱的构造为前开门方式，机箱外型尺
寸见附图 。机箱内部构件配置如附图。所有各相关构件的功能及构造从下面的4.2.1条起，按样品气体的
流程一一加以说明。

4.2.1 气体采样探头（特殊附属品）

＂气体采样探头＂是插入烟道气体采集点，采集样品气体的部件。在它的气体收集口，安装有头道过滤
器＂（陶瓷滤芯），用来除去灰尘。

4.2.2 加热导管

从样品气体探头到分析仪之间连接的导管使用特氟龙管。加热管已经埋在管路中。

管子直径 内径8mm ×外径 10mm

功率 60w/m

加热温度 平均１5０℃

4.2.3 采样电动球阀

控制采样气体

工作电压 24v 带开关量输出

4.2.4 排液分离器

＂排液分离器＂是将搜集导入的样品气体冷却到机箱内温度后分离出水分的部件。从这里分离的水分，
最后从排液器排出。排液器通常对于压力为＂-0.1~+1.0kpa＂的样品气体都能自动进行排液。



另外，排液器的上部有过滤环，用来除去灰尘和烟雾。过滤环应定期更换。

4.2.5 安全锅

安全锅安装在排液分离器的下部。气体采样探头内的头道过滤器发生堵塞时，会抽吸上排液器内的排液
水，有了安全锅后就可以加以避免。

4.2.6 过滤器

过滤器构造如图所示。它具有约0.1μm的网眼的纸质滤芯，用来阻挡微尘以保护后面的泵和仪表。通过
它透明圆筒壁能看到所收集微尘的积聚形态。

4.2.7 抽气泵

该抽气泵为隔膜式泵，用来抽取样品气体和空气，该泵的气体连接部使用氟化橡胶及
聚丙稀。它的最大抽气能力，在输入电流频率为50hz时为6l/min气体流量。

4.2.8 冷却器

本装置把样品气提通过＂冷却器1级制冷＂和＂冷却器2制冷＂2个步骤进行除湿。该冷却器以压缩机原理
制冷。

冷却器工作原理为输入220v~50hz电源时，压缩机开始制冷，除去气体中的水蒸气。另外，在＂冷却器＂
的放热部，安装有风扇降温，周围温度即使到40℃也能使用。

１）＂冷却器＂规格

冷却方式 ：压缩机制冷

气体流量 ：（特定条件）6l/min (max)

允许周围温度 ：３ ～ ４０℃

入口处气体温度 ：40℃ （max）

入口处气体露点温度 ：40℃ （max）

气体连接部材质 ：硬质玻璃，特氟龙

输入电源 ：220v , 50hz

4.2.9 气阻

气阻起到减少样品气体流量，为手动调整。

4.2.10 气体流量计

这气体流量表是专门用来监测进入分析仪的样品气体流量，正确的流量应保持为大约0.7l/min 程度。

4.2.11 排液罐



本构件是收集从排液分离器及各冷却器生成的液体，然后用溢出的方式自动进行排水。排液罐在＂-1kpa
 ~ +1kpa＂的压力范围内都能使用。

4.2.12 换气扇

换气扇是夏季为了防止主机内温度升高而设计采用的，它从主机门上部引入外界空气。其使用时间根据
用户所在地不同有所差异，但5 ~ 10月间基本上都在工作状态。

4.2.13 机内过滤器

在主机箱前开门上部和下部安装有机内过滤器，换气扇工作时，从通过它过滤吸入外部空气。为了不致
发生灰尘堵塞，请定期进行清洗。

4.2.14 照明灯

本机按标准配有聚光灯（30w）。通过行程开关控制，门开起时自动亮起。

4.2.15 继电器单元（24vdc）

该继电器单元除具有自动校正电磁阀，驱动抽气泵等功能之外，还配备各种警报等的输入输出连接点。

4.2.16 校正气体（＂零气体＂，＂跨度气体＂总称）用电磁阀

本设备在自动进行气体校正中使用下列电磁阀

①＂零气体＂电磁阀 sv2

②＂跨度气体＂电磁阀 sv3

③进行空气校正用电磁阀 sv1

④进行排空电磁阀 sv4

上述各气瓶和电磁阀间的连接管都使用φ6的特氟龙管。在该系统的管道连接完成后，应分别对各标准气
体压力调整器次级输出端压力进行调节，使它们都保持在50~80kpa范围内。

※电磁阀组合基座的具体数量根据本装置具备测定气体成份能力不同有所差异，且电磁阀的位置也略有
改变。

4.2.17 plc模块

本装置采用的是siemens s7-200系列，该模块控制整个主机箱的所有动作（如采样，反吹，皮托管反吹
，校正等）

4.2.18 湿度报警

湿度报警是为了防止样品气体中水分含量过高时，对仪表造成的损害。该装置由计算单元和传感器单元
两部分组成。

５ 操作



请在详细阅读各部件机构使用说明书，充分理解它们各部分的规格，使用方法，并再三确认本装置已经
得到正确组装和放置后，再启动本装置。

5.1 基本操作

①给排液罐加水 → ②接通各有关电源 → ③调整流量 → ④确认冷却器工作正常 → ⑤确认
分析仪夜晶显示 → ⑥调整分析仪测定状态和范围 → ⑦零,量程校正→ ⑧进行测定 → ⑨停止

  

内容

  

备考
  

∷给排液罐注水到溢出为止

∷打开主机箱电源

∷打开气体采样探头电源

∷打开加热导管电源

∷打开冷却器电源

∷打开分析仪电源

闭合通风设备开关(注1)

  

注1) 在外面环境温度在10℃以下时,可断
开

该通风设备的电源。

  

确认控制面板温控显示正常

  

伴热取样管设定值 130℃ 警报值 100℃

探头温控设定值 130℃ 警报值 100℃

冷却器温控设定值 4℃ 警报值 10℃

(各温控达到设定值,抽气泵才开始取样)
  

调整流量表流量0.7l/min

  

 
  

对分析仪工作状态进行设定

  

请参考仪表说明书
  

在停止测试时,应先导入大气，清洗管道系
统,

在关闭电源。如准备长时间停止使用，应
将排液罐中液体全部排出。

  

 

5.2 关于手动零校正和跨度校正



本装置除具备自动校正，还具备手动校正。在手动校正时,主机应处于维护状态,抽气泵处于停转,才能进
行手动校正。

5.３ 特殊组件操作顺序

1)简易气流清洗装置

在按照基本操作要求进行测定后，可使用本构件按照事先设定的周期和清洗动作要求对探头和皮托管进
行气流吹洗。

设定内容项目如下：

  

 

  

项目

  

设定内容
  

①

  

清洗模式

  

∴时间周期

∴探头吹洗

∴皮托管吹洗

∴手动吹洗
  

②

  

周期

  

探头默认为12小时一次吹洗(

根据工况会增加吹洗次数)

皮托管为一小时一次
  

③

  

清洗后至导入检测气
体时间间隔

  

探头吹洗完为一分钟

皮托管吹洗不影响气体检测
  

④

  

手动吹洗

  

探头和皮托管手动吹洗通过控制面板控制

6 保养维修

以下内容是专门为日常定期保养，检查归纳编写的操作要领。在下面一一加以说明，务请在仔细阅读理
解的基础上，认真进行贯彻实施。

标明更换时间的零部件均为易耗品，事先及时准备是用户应当周密计划考虑的内容，另外，其更换周期
根据贵用户周围的环境，测试条件等情况而有所改变，这一点也请用户有充分认识。具体摸索，掌握实
行。

          



设备名称 项目 检查周期 更换周期 概要
  

样品气体探头

(陶瓷滤芯过滤型
)

  

更换过滤器部件

更换环型圈

确认密封

检查加热器工作
及绝缘情况

确认取样管情况

  

定时检查

定时检查

定时检查

  

4 个月

  

更换方法请参照

另附样品气体探
头使用说明书有

关要求执行

  

排液分离器

  

确认是否污染

  

3 个月

  

3 个月

  

拆下用清水洗静
  

冷却器

  

确认冷却性能

风扇

蠕动泵

清扫气体管道

  

每周

6个月

6个月

1年

  

 

  

检查和更换方法

请参照另附冷却
器说明书有关要

求执行

  

过滤器

  

更换纸质滤芯

  

 

  

6个月

  

 
  

抽气泵

  

更换泵膜

  

 

  

1年

  

 
  

流量表

  

确认流量

分解清扫

  

每星期

必要时

  

 

  

 

  

机内过滤筛

  

确认过滤筛是否
污染

换气扇

  

1年

1年

  

 

  

 

  

标准气体专用减
压阀

  

确认压力情况

检查是否存在泄
漏

更换密封圈

  

适宜

3个月

2年

  

必要时

  

 



注意大修间隔时
间,适时进行检修

※ 注意：

在易耗品,修理品作废弃处理时，请全部作为工业废弃物加以处理。

7 故障对策

在这里介绍本测定装置长期工作后，常见故障情况的一些应急维修及对策措施，如果是关于其中各组成
机构的故障情况最好先参考各相关机构使用说明书。

分析仪发生故障时，由于其产生原因不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症状，要想迅速修复，调查了解发生
故障前的工作情况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例如，会有

逐渐出现工作情况失常

在受到某外力打击后工作状况不佳

突然出现检测反常

切断电源后再度打开时情况异常

由于混入含杂质气体，立刻出现检测失调

等等情况产生，即使是同一故障现象，可根据它前后工作情况不同作出是属于部件老化损坏，电气故障
，还是属于气体系统故障等不同判断。但是如果属于分析仪故障修理那需要相当复杂高深的技术，尤其
分析仪内部故障连同电子部件发生故障时，有时连寻找故障点都相当困难。遇到这类故障情况，还是委
托本公司派遣技术员前来维修为好，但下面叙述的内容对于贵客户来说也是十分实用的处理对策，特别
在整个样品气体的故障，其故障发生点的寻找，产生原因都比较容易对付，用户可以根据下面给予的对
策处理。

本检测装置中凡于计量单位有关器具进行修理时，原则上规定必须再度接受计量鉴定，但是对于某些与
检测性能无关的应急处理等应另当别论，可以有以下情况

轻度维修范围（用户可以自行修理范围）

① 外箱，电源软线，连接线或于控制流量有关的零部件更换或修理

② 外部螺丝类，橡胶垫圈，把手旋钮，电源接线端子，指示灯，照明灯，保险丝，过滤器部件，泵隔
膜，或自动校正用标准件等的更换

③ 凡污损及计量器具上计量刻度以外标志文字类（只要已恢复），或于计量精度无直接影响的锈蚀，
颜色脱落，修补，甚至焊接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