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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发射率是表征材料热物理性能的重要参数"对于非导电材料的高温光谱发射率测试!一般采

用高温加热炉加热或辐射加热的方式来进行发射率测试!存在的问题是采用高温石墨炉加热时!样品可能

会与高温石墨发生化学反应!从而破坏材料原有物性(采用辐射加热!一般是单向静止加热!会存在样品温

场梯度非均匀分布的问题"基于激光旋转加热和样品%黑体整体一体化设计!提出了一种-样品动中测.的非

导电材料高温光谱发射率测试新方法!建立了相应的测量模型!突破了传统的 -样品静中测.的局限!样品

与参考黑体共形一体化设计!采用微区域光谱辐射成像方法!同时测量参考黑体和样品的光谱辐射能量与

温度"建立了激光旋转加热状态下的热传导方程!对典型样品材料的温度分布进行了仿真计算!结果表明旋

转样品温场分布较为均匀!分析了温场分布与红外光谱发射率测量误差间的关系!给出了适用于本测试方

法的材料的热导率下限值"基于该方法!搭建了相应的测量装置!对典型材料碳化硅在
"&&&\

时的光谱发

射率进行了测试!在
)

%

>

处对各个典型高温温度点的光谱发射率进行了测试!得到了碳化硅材料在红外波

段的光谱发射率波长变化和温度变化规律特性"与国外的测量结果进行了比对!结果较为一致!验证了激光

旋转加热光谱发射率测试方法的可行性"采用此方法!不破坏样品本身的理化特性!样品加热升温速度快!

测量温度范围上限高!有效减小了激光静止单向加热带来的温度不均匀性!可同时测量出样品和参考黑体

的光谱辐射亮度及温度!无需另外再设计标准高温黑体!解决了现有非导电材料高温光谱发射率测试中非

均匀加热和辐射能量同步比对测量的问题!可应用于多种非导电材料高温光谱发射率的测试"

关键词
$

非导电(高温(光谱发射率(测试(激光旋转(整体黑体法

中图分类号!

Y)((="

$$

文献标识码!

;

$$$

EF@

!

"&=(2:)

"

L

=.,,/="&&&F&42(

#

!&!!

$

&"F&("&F&:

$

收稿日期!

!&!&F&TF"!

%修订日期!

!&!&F"!F&4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4&!2

$资助

$

作者简介!孙红胜!

"2T&

年生!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研究生
$$

CF>0.@

)

GE9

f

*!&&(

#

"!:=*+>

引
$

言

$$

高速飞行器需优选出高发射率的热防护材料!以保证飞

行器工作安全&

"

'

"高温导电材料发射率测试!已有相关研

究&

!

'

"热防护材料大部分为非导电!对于非导电材料的高温

发射率测试!目前尚无相关标准方法"

国内外针对非导电材料的高温光谱发射率研究了一系列

的测试方法&

(

'

!主要包括能量比较法和反射法"加热原理主

要包括传导和辐射加热&

)F<

'

"传导加热!即石墨炉加热方式!

在高温下石墨挥发容易与被测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影响材料

本身的物性"采用电子束*激光加热方法可有效解决材料物

性改变的问题!但在加热均匀性方面!由于样品静止和辐射

热流单向性&

T

'

!产生温度梯度带来温场不均匀的问题!需设

计新的测试方法来解决"此外!在以上测量方法中!都需要

另构建一个标准高温黑体!装置较为复杂(样品和黑体辐射

能量测量为分时切换测量&

2F"&

'

!样品温度稳定性会引入一定

的测量误差"

"

$

测试原理及测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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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加热的高温光谱发射率测试原理

测试原理如图
"

所示"

$$

采用高功率连续激光器!均匀整形后照射到旋转的样品

腔侧面"样品上表面设计有一个深孔腔!作为参考黑体"样

品被加热后!通过圆柱上方的成像光谱仪同时测量圆柱上方

环形面区域和黑体空腔的光谱辐射亮度!利用比较法得到样

品光谱发射率"采用此方法可以实现发射率比对测量的同时



性!减小测量误差"

图
H

$

基于激光旋转加热的测试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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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发射率测量模型

参考黑体空腔的发射率受材料发射率*空腔几何形状等

因素影响!黑体空腔的发射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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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品的发射率!

#

为圆柱开口面积!

4

"

为样

品圆柱内表面面积!

>"

为腔开口半径!

?

为腔长"则样品法

向光谱发射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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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品法向光谱辐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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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黑体空腔光谱辐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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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光谱发射率测试装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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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装置设计

基于激光旋转加热的高温光谱发射率设计方案如图
!

所

示!装置主要由激光整形系统*样品旋转及真空仓系统*微

区成像光谱仪等组成"

图
G

$

高温光谱发射率测量装置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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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采用
(&&&[

的大功率
5Y

!

连续激光!经光束整

形匀化后!扩束成一个矩形均匀光束"样品放置在一个恒温

制冷的真空仓中!真空仓上开有多光谱光学窗口!矩形光束

通过窗口照射到被测样品的侧面!被测样品通过一个两点接

触的夹具放置在转台上!由转台带动圆柱样品围绕圆柱中心

进行匀速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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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切换光谱辐射显微成像测量系统设计

进行光谱辐射测量时!测量区域为
&

!>>

的黑体空腔

和圆环形样品区域!使用普通成像光谱仪测量!测量区所占

像素较小!分辨率不够"设计显微光谱成像辐射测量系统!

放大被测目标在成像光谱仪上成像所占的视场!实时测量出

被测量目标的光谱辐射能量和温场!设计原理图如图
(

所

示"通过红外成像光谱仪进行测量!可实现样品和黑体光谱

辐射的非切换测量!提高测量准确度"成像光谱仪的成像距

离为
<!4>>

!观测的目标区域直径为
"!>>

!光谱分辨率

为
"&&/>

!成像分辨率为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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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

$

样品光谱辐射与温场显微成像测量系统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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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温度场分布对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影

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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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加热旋转样品温度场计算

基于激光旋转加热法测量样品光谱发射率!样品温场均

匀性对测量结果影响较大"利用热力学传导定律!建立相应

的热动态传输微分方程!激光加热旋转样品传热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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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对流和边界导热!则边界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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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外表面激光照射的功率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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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密度!

@

为比热容!

'

为热导率!

*

为材料半球发射

率!

%

0

为真空仓环境温度!

%

&

为外表面初始温度!

"

&

为激

光功率密度!

*

'

为材料在激光波长
'

处的法向发射率!

B

#

8-

8C

$为阶跃函数!

!

2

为长方形光斑照射宽度!

,

为圆柱旋转的

角速度!

>

为圆柱截面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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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照射下样品温度场仿真计算结果

选择典型材料碳化硅!对激光旋转照射样品进入稳态后

的温度场进行仿真!仿真计算的基准温度点为
""&&\

!结

果如图
)

"

图
O

$

碳化硅样品进入稳态后的温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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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进入稳态后!圆环区和黑体空腔温度差较

小"碳化硅热导率为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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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来石陶瓷热导率

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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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典型样品在
""&&\

的温度分布

见表
"

和表
!

"

表
H

$

碳化硅样品测量相关区域温度分布表

&/A3(H

$

&(.

J

(-/+1-(5#0+-#A1+#,2+/A3(,4+'(0#3#*,2

*/-A#5(0/.

J

3(-(3()/2+/-(/.(/01-(.(2+

位置 温度%
l

黑体空腔腔底最大温度
"""T=T

黑体空腔腔底最小温度
""")="

黑体空腔腔底平均温度
""":=4

黑体空腔腔底腔内侧最大温度
""!"=T

黑体空腔腔底腔内侧最小温度
"""!=4

黑体空腔腔底腔内侧平均温度
"""<=4

样品环形区最大温度

#环外直径
"&>>

内直径
!>>

$

"""4="

样品环形区最小温度

#环外直径
"&>>

内直径
!>>

$

""""=4

样品环形区平均温度

#环外直径
"&>>

内直径
!>>

$

"""(=T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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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来石陶瓷样品测量相关区域温度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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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温度%
l

黑体空腔腔底最大温度
"&T:=)

黑体空腔腔底最小温度
"&<"=<

黑体空腔腔底平均温度
"&<T=)

黑体空腔腔底腔内侧最大温度
""&(=(

黑体空腔腔底腔内侧最小温度
"&!<=)

黑体空腔腔底腔内侧平均温度
"&T(=:

样品环形区最大温度

#环外直径
"&>>

内直径
!>>

$

"&T"=<

样品环形区最小温度

#环外直径
"&>>

内直径
!>>

$

"&(:=&

样品环形区平均温度

#环外直径
"&>>

内直径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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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黑体腔的温度分布较为均匀!可作为标准黑

体空腔!环形区域与黑体空腔的平均温度相差很小!对碳化

硅材料!平均温度最大相差不到
4\

(对莫来石陶瓷材料!

平均温度最大相差约为
!&\

"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样品的温场不均匀性主要受材料的

热导率影响!热导率越大!样品温场均匀性越好!热导率越

小!样品温场非均匀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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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温对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影响分析

测量时!取样品环形区和黑体空腔区平均光谱辐射亮度

作为测量模型中的光谱辐射亮度输入!因此可对样品温度分

布进行简化处理!以空腔和环形区平均温度表示两个区域的

温度"定义样品环形区域和黑体空腔不等温引入的光谱发射

率测量绝对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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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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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材料在某个波长点的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

*

'

#

%

&

$为材料
%

&

温度时在某个波长点的光谱发射率值"

假设非导电材料在
)

和
"&

%

>

的光谱发射率都为
&=T

#非金属材料一般的光谱发射率较高$!样品黑体空腔的温度

为
""&&l

!样品环形区域与黑体空腔的温度相差为
!

%

!则

由圆柱样品上方表面环形区域和黑体空腔的不等温引入的光

谱发射率测量绝对误差曲线如图
4

所示"

图
!

$

样品不等温引入的光谱发射率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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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可看出!测量误差与温差成线性正比关系!长波

波段的测量误差小于中波波段"

对于极低热导率材料!样品温场均匀性变差!黑体空腔

发射率也会变化!需对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进行修正!修正

准确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证测量准确度!一般要求测

量材料的热导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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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材料光谱发射率测试试验

O%H

$

法向光谱发射率测试试验

搭建的基于激光旋转加热的非导电材料高温光谱发射率

测量装置如图
:

所示"测量装置主要由高功率连续激光器*

整形系统*真空样品仓和红外成像光谱辐射计组成"

$$

选择测试对象为碳化硅材料!在
"&&&\

温度下进行几

个典型光谱点的法向光谱发射率的测量(同时在
)

%

>

处!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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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品温度在
:&&

$

!"&&\

时进行法向光谱发射率测量!得

到样品发射率与温度的关系!测量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R

$

基于激光加热的高温光谱发射率测试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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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高温法向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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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碳化硅材料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与美国
X;6;

同类

材料的测量数据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如图
T

所表示!可以

看出!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基本相同!验证了基于激光旋转

加热的非导电高温材料光谱发射率测量方法的正确可行性"

图
T

$

碳化硅法向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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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碳化硅
"&&&\

时的光谱发射率测量结果数据进行了

拟合!拟合结果如式#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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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测量结果及拟合数据可以看出)

#

"

$碳化硅光谱发射率与波长呈二阶非线性关系!其加

热试验中的表面测温可以采用四个波长及以上的非线性发射

率模型多波长测温方法"

#

!

$碳化硅在红外波段的光谱发射率随波长变大而变小!

随温度升高而变小"

4

$

结
$

论

$$

基于激光旋转加热的 -样品动中测.高温光谱发射率测

试方法!突破了传统的 -样品静中测.的局限!不改变样品物

性!同时减小了激光静止单向加热带来的温度不均匀性"

对样品激光加热温场分布及引入的光谱发射率测量误差

进行了仿真计算!表明在中波波段样品引入的测量误差较长

波波段更大!同时材料的热导率越高!测量的准确度越高"

进行了典型非导电材料碳化硅不同温度不同光谱下的高温法

向光谱发射率测试!与国外的测量结果较为一致!验证了激

光旋转加热测试方法的正确性"建立了碳化硅材料在红外波

段的光谱发射率模型!与波长呈二阶非线性关系"与传统的

高温炉加热*辐射加热发射率测量方法相比!本文中的方法

具有加热速度快*不破坏样品物性*装置集成度高等优点!

但对极低热导率材料需进行发射率测量修正"后续将在进一

步提高样品温场均匀性方面开展改进优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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