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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红外检测的一般概念!红外检测设备"器件和材料!红外检测方法中使用的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红外检测#供制定标准和指导性技术文件及编写的翻译教材"图书"刊物等出版物时使用#

+#红外检测的一般概念

!E2#辐射通量!B)#*+/,+’(Z.@‘!B)
每单位时间内的辐射能量$单位为瓦%特&’#

同义词(辐射功率#*+/,+’(N-b)*

!E!#辐射照度!? #,**+/,+’7)!?
投射到给定表面上的每单位面积的辐射通量$功率’$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E;#背景辐射#P+7[1*-@’/*+/,+(,-’
由红外传感装置接收到的!不是由被检表面指定区域所发射的全部辐射#

!E4#吸收系数!.#+PJ-*N(+’7)!.
由某一表面吸收的辐射通量与投射到该表面上的辐射通量之比#

!E<#透射系数!8#(*+’J8,((+’7)!8
透过物体的辐射通量与投射到该物体上的辐射通量之比#

!E##黑体#P.+7[P-/Y
在给定温度下!发射和吸收全部有效热辐射的理想的热辐射体$发射率为2’#

!E5#差示黑体#/,ZZ)*)’(,+.P.+7[P-/Y
一种用于建立有效发射率为2"温度不同的两个平行等温平面区的装置#

!E>#辐射出射度!K#*+/,+’()‘,(+’7)!K
每单位面积的离面辐射通量!即(

K *$’$E

##式中(/’为面元/E的离面通量$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注(一般来说!辐射出射度包括发射"透射和反射通量#

!E3#辐射亮度!2#*+/,+’7)!2
通过每单位立体角的单位投影面积的离源辐射通 量#如 果/!B是 由 投 影 面 积 为/E7-J<的 源 元 发 射 到

立体角/7内的通量!则辐射亮度被定义为(

2* $!’
/1)/ESXR#

##式中(如图2所示!#是面积元/K的表面法线与观测方向之间的夹角$单位为瓦%特&每球面度平方米’#



图2#辐射亮度示意图

!E2"#发射度!C#)8,JJ,_,(Y!C
在给定温度下!一个物体的辐射亮度与处于相同温度下黑体的相应辐射亮度之比"

!E22#视在温度#+NN+*)’(()8N)*+(@*)
假定物体的发射率为2时!根据实测辐射亮度所确定的物体的温度"

!E2!#黑体等效温度#P.+7[P-/Y)a@,_+.)’(()8N)*+(@*)
假定物体是一个具有发射率为2的理想黑体时!根据实测辐射亮度所确定的物体的视在温度"

!E2;#热分辨率#(I)*8+.*)J-.@(,-’
能够被红外传感装置测出的两个黑体之间的最小视在温度差"

!E24#目标背景#P+7[1*-@’/(+*1)(
视场范围内的那部分背景"

!E2<#空间频率#JN+(,+.Z*)a@)’7Y
用等效等间隔的周期性图形表示的对细节 的 量 度"在 物 体 或 图 像 平 面 内!可 用 周 每 毫 米#7Y$88%或 线

对每毫米#.N$88%等单位表示"在成像系统内!可用 周 每 毫 弧 度#7Y$8*+/%或 线 对 每 毫 弧 度#.N$8*+/%等 单

位表示"

!E2##停留时间#/b)..(,8)
在一帧期间!对探测器瞬时视场的一个角度扫描所花费的时间"

!E25#视场#H&D%#Z,)./-Z_,)b#H&D%

用来规定由系统成像的物体空间的圆锥或棱锥的形状和角度!例如!矩形的宽4i高;i"

!E2>#瞬时视场#$H&D%,’J(+’(+’)-@JZ,)./-Z_,)b#$H&D%

就扫描系统而言的物体空间的角度#单位为度或弧度%!物体在此角度内被单个探测器成像"

注&$H&D相当于单个探测器的水平和垂直视场"对于小型探测器来说!指探测器角的对边或投影!&和

!!均由&h&$M和!h4$M来确定!式中!&和4是探测器的水平和垂直尺寸!M是光学透镜的有效焦距"#$HQ

&D也可用立体角来表示!单位为球面度%"

!E23#物体平面分辨率#-Pd)7(N.+’)*)J-.@(,-’
物体平面内的尺度!它相当于系统的瞬时视场和该系统至物体的规定距离的乘积"

!E!"#极限分辨率#.,8,(,’1*)J-.@(,-8
成像传感器能够分辨出的目标的最高空间频率"

!E!2#调制传递函数#F9H%# 8-/@.+(,-’(*+’JZ)*Z@’7(,-’#F9H%

在红外成像系统内!描述热成像系统幅度总衰减空间分布的傅里叶变换系数"

注&F9H是空间频率的敏感函数"

’#红外检测设备!器件和材料

;E2#红外传感装置#,’Z*+*)/J)’J,’1/)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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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范围广泛!用于显示或"和记录由其摄入并接收到的任何物体表面热辐射信息的仪器#这是一类复

杂程度不等!从点辐射计到二维实时成像系统都包括在内的仪器#

;E!#红外成像系统#,’Z*+*)/,8+1,’1JYJ()8
一种将来自任何物体表面的红外辐射亮度的二维空 间 变 化 转 变 成 反 映 物 体 同 一 表 面 的!以 灰 度 或 色 彩

层次显示辐射亮度变化的二维热谱图的装置#

;E;#行扫描器#.,’)J7+’’)*
沿被检物进行单行扫描以提供该物体一维热分布图的装置#

;E4#成像行扫描器#,8+1,’1.,’)J7+’’)*
一种朝一维方向扫描并与扫描方向垂直移动以产生物体某一镜头的二维热谱图的装置#

;E<#辐射计#*+/,-8)()*
一种测量辐射能量强度的仪器#在红外热成像术中!指测量其视场所对的表面的平均视在温度的装置#

;E##点源#N-,’(J-@*7)
其线尺寸远小于源至观测区距离的一种源#

注$点源的一个独特性质是辐射照度的变化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E5#扩展源#)‘()’/)/J-@*7)
其图像完全充满探测器视场的一种红外辐射源#

注$辐射照度与源至观测区的距离无关#实际上!那些非扩展源都被认为是点源!%见点源&#

;E>#最小可分辨温度差%F69R&8,’,8@8*)J-._+P.)()8N)*+(@*)/,ZZ)*)’7)%F69R&

衡量红外成像系统功能的一种量度!它通过观察者在显示屏上辨认周期性条形目标 来 度 量#F69R是

标准的周期性试验图形%长宽比为5k2的4条条纹&与其黑体背景之间的最小温度差#在此条件下!观察者

能分辨出它是一个4条纹圈形%见图!&#

图!#用于评价最小可分辨温度差的!

带有背景4条纹图形的示意图

;E3#最小可探测温度差%FR9R&8,’,8@8/)()7(+P.)()8N)*+(@*)/,ZZ)*)’7)%FR9R&

衡量红外成像系统综合功能的一种量度!对一个被置于均匀大背景中某一未知位置’处于某一温度下的

目标!观察者能在限定时间内通过监视器检出此目标时所反映出来的系统功能#

注$对于给定的目标尺寸!FR9R是指观察者能检出此目标时!目标与其背景之间 的 最 小 温 度 差#标 准

的目标是一个尺寸由其角的对边给出的圆!目标和背景两者都是等温黑体#

;E2"#噪声当量温度差%L=9R&#’-,J))a@,_+.)’(()8N)*+(@*)/,ZZ)*)’7)%L=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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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成像系统或扫描器的信噪比为2时!黑体目标与其黑本背景之间的目标"""背景温度差#

(#红外检测方法

4E2#红外热成像术 #,’Z*+*)/(I)*8-1*+NIY$(I)*8-1*+NIY,’Z*+*)/
通过测量红外辐射亮度的变化来显示物体表面上视在 温 度 变 化%温 度 或 发 射 率 的 变 化!或 此 两 者&的 成

像方法#

4E!#振动热成像术#_,P*-(I)*8-1*+NIY
检测物体用的热成像技术!该技术用激励的方法产生温度差#

4E;#热谱图#(I)*8-1*+8
将物体或镜头的视在温度图样转变成一幅具有相对应对比度或色彩图样的可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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