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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分析了不同环境下大气污染探测适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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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大气污染日益严重，

巳知大气中的污染物质有近百种，如 SOx ' NO,. , 

CO ， HC ， Pb，微粒状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 还有这

些"一次污染物质"形成的所谓"二次污染物质"。 要

治理大气污染，首先就必须了解和监测大气污染物

的成分、含量及其变化规律，因此需要对大气污染成

分作定量的测量。

目前，激光在监测大气污染方面已逐步实用化，

包括米(Mie) 氏散射、差分吸收 (DIDL) 、拉曼散射、

共振荧光等多种方法( 1 ) 。 不同环境中的大气污染有

不同的特点，应当选择最有效的方法。

在具体的场合中，监测大气污染可能会帮助我

们获得更多的信息，如战场中敌方使用毒气的位置、

范围、种类;敌方车辆、轮船、飞行器的部署、数量、性

能等;后者可能比监测大气污染本身更有意义。

2 固定场所的大气污染监测

固定场所，如垃圾焚烧场、工矿企业周围等 ， 污

染区域固定，用带有合作目标的差分吸收法较为合

适。 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测量精度较高，对激光输

出功率或能量要求不高，因此它的应用范围较广，但

空间分辨率不好。

在光程为 R 的区域内平均浓度为

口 ln[(Prl . P2 /( Pr2 • P 1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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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l 二川( -hldr - Tl)

Pr2 叫

式中 σ 为各种波长的吸收截面积 ， N 为粒子密度， T

为其它损耗 ， P 为透过光强。

3 空中大气污染的监测

空中大气污染的监测又常称为激光雷达。其中

一种称为差分吸收激光雷达 ， 该方法是把米氏散射

物体作为反射体，通过探测其后散射激光，识别污染

物及其空间密度分布(2) 。被测气体浓度为

1 d f, P1(h) 卢 I (h )l N ( h) _ 
,., ( 

.J. 

\ .~ 1 1 一一一 + ln 一一一 1-2(σ1 一 σJ dh l ln P 2 (h) 卢2 (h) J 

tz[αI (h) - a2 (h) ] 

式中卢及α 分别为h 高度处大气后向散射系数及除

被测气体外的大气消光比。

差分吸收探测法的空间分辨率好 ，无需合作目

标，但误差大，因而常使用多频探测法。 另一种方法

是激光拉曼散射探测法，此方法是通过采用大功率

激光束照射探测区域，分光接收测量后向散射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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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移光谱，以识别被测气体的成分[3J 。其优点是可

以测量气体的绝对浓度，并且利用单一波长可以测

量不同气体的存在 ，测量的纵深分辨率高。对空中

飞行器造成的污染采用此法监测较好 ， 因为该方法

除了可以利用单一波长外，还可以将激光波长选择

在大气窗口区。

4 海上及随机目标监测

对于海上或不便于到达区域目标的监测可采用

机载激光雷达探测识别。该方法是利用激光频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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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气体分子或原子的共振散射频率一致时，将会

引起分子或原子产生共振散射荧光的原理，又称为

共振荧光法。显然该方法必须使用可调谐激光光

源，因而应用场合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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