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虑到目前国内大多数分光光度计没有接上计算机
,

系统应用程序设计为既能联机工作
,

又能脱机使用的分光光度标准曲线法分析程序
,

以满足广大分析工作者的需要
。

程序的主要功能有数据的采集与转换
,

线性最小二乘拟合标准曲线
、

二次曲线最小二乘

拟合标准曲线
、

标准曲线的绘制
一

与数据扫
`

印以及各种图表数据的复制等
。

图 4 分别为线性最小 吞

二乘拟合标准曲线
、

二次曲线最小二乘拟合标准曲线及打印结果

了分析自动化程度
,

分析速度和测定精度
。

。

由于程序的功能较多
,

提高

为了进一步改造现有的分析仪器
,

使它们与计算机联机工作
,

我们已把 4蚤数字 电压 面

板表
、

仪器与计算机通讯接 口和 P C一 1 5 0。袖珍计算机组装成计算机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

这
,

又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需要
,

开发不同的个系统既可 以保持 P C一 1 5 0。袖珍计算机一切功能
,

应用程序
,

就能使多种分析仪器与计算机联机工作
,

如分光光度计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火

焰光度计
、

电位分析仪
,

色谱与能谱等
。

还可 以用作数据采集装置等
。

注
:
如有需要

,

我们可以代为改装流动式分光光度计
,

供应计算机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及提供部分软件
。

请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开发公司联系
。

CK一1型土壤温度自动记录

仪的研制和使用

朱德芝

(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土壤 宝 )

温度是影响土壤肥力和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
。

原态原位的记录土壤和植株温度的方法尚

不够理想
,

特别是同时多点及时记录温度的变化更为困难
。

研制 C K
一 1型土壤温度自动记录仪 (以下简称 C l弋一 1型仪 )的目的

,

是实现原态原位和多息

自动指示
、

记录土壤
、

作物
、

水休温度
,

地而大气温度
,

以便对土壤温度条件的动态规律进

行观察和研究
。

C K 一 1型仪的性能特点

C K 一 1 型土壤温度自动指示记录仪
,

系电子电位差计类仪表
。

位差计不同
: ( 1) 它在低常温范围 ( 一 5 ℃~ 十 60 ℃ ) 内使用

。

( 2)

阻
,

补偿精度较高
,

在环境温度变化下示值误差 么簇 土 0
.

3 ℃
。

( 3 ) 殊头盯温及明胜伏
,

介质微域差异和热 电偶丝的不均匀性带来的误差
。

经计量部门检定和较长期使用考核

但是它与工业高温电子电

热电偶冷端补偿采用镍 电

场未升漏奋锰言抹
_

克服了

证明

现初头探用温测栽盆合组如意
,

任头途探用种

。

同各
求不工据加要计根要设可需到者据达根用均使面 可

。

还方录外等记另性和靠定示可测所和时2性同图定点和稳温1、

测图
度个如敏12头灵对探、

可种
度器两确仪型准定在步

1 1 0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6. 02. 011



二
、

C K 一 1型仪的工作原理

C K
一

1型仪 的测量方法
,

系用电压补偿 (平衡 )法测量温度变化所产生的热电动势
。

其工作

原理如图 3
、

4 所示
。

图中 R
, 、

R
`

为上
’

卜支路限流 电阻 : R
` ;

为量程起始电阻
, 介为起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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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热电偶温梯探头示惫图

调电阻
; R M 为量程电阻 , mr 为量程微调 电

出引线阻 , R查
“

为热电偶冷端补偿电阻
;

W为量程

微调 电位器 ; W
Z
为补偿电流 I

:
(下支电流 )

微调电位器 ; R H
为滑线电阻

。

当被测讯号直流电动势经滤波单元加干

测量桥路时
,

产生一不平衡电压
,

此 电压经

J F 放大器放大后输出
,

足 以驱动可逆电机
。

可逆 电机通过一组传动系统带动指示机构及

其滑线电阻的滑动臂 A
,

从而改变了滑线电

阻滑动臂的接触位置
,

更直至桥路 电压与讯号

电压平衡为止
。

此时放大器无功率输出
,

可

逆电机停止转动
,

桥路处于平衡状态
。

当被测讯号再度改变时
,

又产生一新的

不平衡电压
,

经 J F 放 大 器放大后驱动可逆

电机
,

又改变滑线电阻滑动臂 A 的位置
,

直

至达到新的平衡位置
。

而与滑动臂相连的指

示机构沿标尺滑行
,

每一平衡位置相应于标

尺的一定数值
,

即被测讯号 的值
。

图 2 热电佣单沮探头示惫图

’’

爪
一

不
’

协协

图 3 测t 桥路工作原理图

三
、

C K 一 1型仪的使用方法

1
,

仪器的使用 本仪器为 12 点打 印记
图 4 原理方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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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只适宜有 电源的田 间或固定试验场地使用
。

仪器不能让太 阳直晒或风吹雨淋
。

在田间或

地头可修一简易观察台或观察箱
。

仪器 电源为 22 0 V 50 H z 士 5%
。

2
.

探头的埋设 每台仪器带一根直径 19
.

1毫米的专用土钻
。

梯温探头外径 (直径 ) 20 毫

米
。

先用土钻打孔后再插入梯温探头
,

并回填一些土压紧
。

土壤每一层次在仪器上排列的号

数 (1 一 12 号 ) 由使用者 自定
。

单探头也 由使用者根据用途埋设
,

针头全部埋入被测体中
,

以减少测蚤误差
。

四
、

C K 一 1型仪的试用结果

本仪器样机三台
,

分别在南京土壤研究所生态室
、

四川盐亭林山农 田生态协作组
,

及四

川宜宾长宁县相岭综合科研基地使用
。

现将长宁相岭科研基地初试结果作一概略介绍
。

选择四川沙溪庙组灰紫泥的水厢小麦地 (垄上种小麦
,

沟里灌水
。

下同 )和早地
,

分别测

定其地面上 15 厘米处气温
, 5

、

30 厘米处的土温
。

1 9 8 4年 2 月 22 日 9 时一 25 日 8 时连续 72 小

时
,

在雨
、

阴
、

晴三种天气状况下测得的结果 (图 5 )表明
: 1

.

72 小时内无论雨天
、

阴天
、

晴

天
,

气温和土温的变化都具有明显 的 日周期
,

早晨 5一 7时是气温和表土最低温出现时期
; 2

.

早地表层 5 厘米处的温度与气温同步效应较好
,

而水厢小麦地表层 5 厘米处的土温变化曲线

大部分时间都在早地之上
,

并且平滑得多
,

其变幅一般在 1 ℃左右
,

最大值为 2 ℃
。

早地变

幅一般在 2
.

5 ℃左右
,

最大值为 3
.

4℃ (晴天 )
。

这说 明水厢小麦地的土体被毛管水所饱和
,

冬

天气温低
,

蒸发量小
,

积蓄太 阳辐射热的能力强
,

所 以水厢小麦地土温较高
,

且稳定 , 3
.

水

厢小麦地和早地 30 厘米处土温
,

两条曲线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

受气温影响较小
。

当白天气温

上升时
,

该层土温下降
,

热是向上传递
,

而 18 一 1 9时气温下降后该层土温开始回升
,

而此时

热是向下传递
。

在盐亭林山用一支梯温探头测定了土壤温度的变化
。

一年多的测定结果表明
,

早地土坡

随季节不同
,

所处纬度不 同
,

土壤高低温出现的时间不同
,

不是提前就是后移
,

而 总的变化

规律基本相同
,

即表土 ( 5 屋米
,

下同 )与气温 同步较好
;
底土 ( 50 厘米 )与表土升温降温过程

刚好相反 ; 耕作层 15 厘米和 25 厘米与表土高低温出现时间逐步滞后
。

以上情况是 C K 一 1型仪初试结果
,

该仪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土壤各层次温度的 日变化
、

季

变化
、

年变化规律
。

该仪器还可以在水和植株中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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