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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介绍、仪器原理 
 

1 仪器介绍 

欢迎并感谢您选择了 Yaxin-1102 便携式光合蒸腾仪。它是本公司研发的一款

同时适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光合蒸腾

仪。该仪器性价比高，携带方便，功

能齐全，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

可测定植物的光合和呼吸速率、蒸腾

速率、气孔导度和胞间 CO2 浓度等植

物光合作用参数。 

 

该机气路设计合理，采用双泵气

路，使流经叶室的气体持续稳定，光合测量稳定快捷。电路采用双 CPU 系统，优

化了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功能，性能稳定可靠。软件功能强大，并具有植物生理生

态专业特色，友好的中文界面，各种测量方式和测量参数设置可选，并有较大的

软件升级空间。 

 

2 仪器原理 

该仪器采用气体交换法来测量植物光合作用，通过测量流经叶室前后的 CO2

浓度的变化和湿度变化来计算植物的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并计算出气孔导度

和胞间 CO2浓度。测定方式有开路和闭路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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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腾速率                                                      

 

其中： 

V：体积流速（L/min） 可设置 

Ta：空气温度（K） 待测 

p：大气压力（bar） 当地的大气压值 

A：叶面积（cm
2
） 设置为叶室窗口面积 

Co：出气口 CO2浓度（ppm） 待测 

Ci：进气口 CO2浓度（ppm） 待测 

2.2 闭路系统的净光合速率 Pn（ μmol·m
-2
·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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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 ：叶室容积（L） 设置，不同型号叶室容积不同 

t :间隔时间（s） 待测 

Ta：空气温度（K） 待测 

p：大气压力（bar） 当地的大气压值 

A：叶面积（cm
2
） 设置为叶室窗口面积 

Co：终止时 CO2浓度（ppm） 待测 

Ci：初始时 CO2浓度（ppm）而 待测 

 

2.3 蒸腾速率（m m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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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片气孔导度  

 

其中：  

eo(ei)：出（进）气口水气压（bar） 待测，计算 

p：大气压力（bar） 测量地区的大气压值 

es：空气温度下的饱和水气压（bar） 待测，计算 

RHo(RHi)：出（进）气口的相对湿度（%） 待测 

aT ：空气温度（℃） 待测 

 

w：开路测量时与 2.1 中的一致，为 ： 

A
P

aT
Vw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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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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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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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路测量时与 2.2 中的一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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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叶片气孔导度 (mmol／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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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eafe  ：叶温下的饱和水汽压(bar) 待测，计算 

leafT  ：叶温(℃) 待测 

bR ： 叶片边界层阻抗(m
2
·s／mmol)  一般用 0.3m

2
·s／m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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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结构                                                      
 

2.5 细胞间隙 CO2浓度 (ppm 或μmol／mol) 

 )(6.1int leafbni RRpCC   

其中： 
leaf

leaf c
R 1

 为叶片气孔阻抗(m
2
·s／mol) 

3 仪器结构 

3.1 仪器面板 

 

 

` 

 

  

 

 

 

 

 

 

 

图 1 面板示意图 

 

Yaxin-1102 便携式光合蒸腾仪的操作面板说明： 

①显示器。 

②键盘：进行仪器设置及控制。 

【0～9】:设置数字项或修改文件名。 

【方向键】：设置或功能选择时移动光标，由上下左右四个键组成。 

【确认】：确定设置、测量过程或依提示继续。 

【取消】：测量过程或其它功能设置过程中，退出或返回。 

③数据传输接口为 RS232 接口：用于把数据上传到 PC机。 

④开关：按钮为仪器的电源开关。 

⑤充电插孔：用于插接充电器，给仪器供电或给内部电池充电。 

⑥手柄接线插座：接插叶室手柄。 

⑦气路连接口： 

上边两个为仪器气路的进气口 IN和出气口 OUT，调零时接碱石灰管，IN、 

 

显示器 数据传输 开关 

充电 
气 

路 

连 

接 

口 

手柄接线 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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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内部结构、仪器附件 

 

OUT 对应碱石灰管两端标有 IN、OUT 的插头； 

测量、调满时 IN接参考气或标准气，OUT 空置为出气口； 

下边两个气嘴 IN、OUT 接叶室，IN、OUT 分别对应手柄上两根标有 IN、OUT

的塑料管。 

注：IN、OUT 都是相对主机箱而言。 

3.2 内部结构 

仪器由两大部分组成：气路系统和电路系统。 

其中气路系统包括：CO2调零气路系统、CO2调满（或参考气测量）气路系统、

开路测量气路系统和闭路测量气路系统。基本气路是由泵、流量计和流量调节系

统、三通电磁阀、过滤器与叶室等联接而成。气路系统如图 2所示： 

 

 

 

 

 

 

 

 

图 2 气路图 

电路系统包括：由双 CPU 组成的单片机系统，信号源（红外 CO2分析器、温湿

度传感器、电子流量计、光量子传感器）、控制电路（供电开关、键盘、泵、阀）、

调校处理电路（调零和调满，传感器定标信号处理）和显示器（显示测量值及时

间和日期及功能状态）。 

3.3 仪器附件（叶室，碱石灰管等介绍） 

该仪器所用的叶室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开路叶室类型如表 1 所示，闭路叶室

有 1/4 升、1/2 升、1升和 4升等类型。 

表 1  开路叶室的窗口大小 

叶室类型 窗口大小（宽×长 mm） 窗口面积（cm
2
） 

方型 25×25 6.25 

宽长型 55×20 11.00 

窄长型 65×10 6.50 

碱石灰管可吸收气路中的 CO2气体，在 CO2分析器调零时，作为零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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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4 基本操作 
4.1 开机预热 

按下“电源”开关键，界面如图 3所示，3秒后显示如图 4界面。 

 

 

   

图 3 

 

图 3仪器开机画面，显示仪器的型号、版本号。 

CO2分析器开始工作，处于预热状态，预热 4分钟。测量前一定要预热，使仪

器状态稳定。如果开机只为传输数据到 PC机时，可以按取消键跳过预热。显示屏

左下角显示 VBAT7.4V，表示仪器内部的电池电压为 7.4V，如果小于 6.8V，则显示

Low BAT, 必须尽快充电，否则会损坏电池。 

 

 

 

 

 

 

图 4 

 

预热完毕，显示屏显示主菜单（图 5）。在此，可以开始选项，进行所要选择

的工作。 

 

 

 

 

 

 

 

图 5 

 

 

仪器预热中，请稍候 
 

          按取消可以跳过 

VBAT7.4V 

(04:00) 
 00:15 

2007 /09/18       10:28:00           VBAT7.4V 
→ 1 CO2分析器校准 

2 开路测量      

3 闭路测量      

4 CO2浓度测量   

5 数据传输 

6 系统时间 

7 数据删除 

欢迎您使用 
 
Yaxin-1102 型光合、蒸腾测定系统 

Ve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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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分析器校准和调零 

 

4.2 CO2分析器校准 

从图 5主菜单选择“CO2分析器校准（调零或调满）”项，按确认键后进入 CO2

分析器满度校准，界面如图 6所示。 

 

 

 

 

 图 6 

4.2.1 CO2分析器调零 

Yaxin-1102 便携式光合蒸腾仪每次开机测量都要先对 CO2 分析器进行调零，

具体调零步骤是，在 CO2 分析器校准界面下，选择调零，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7

所示。 

 

 

 

图 7 

 

把碱石灰管两端标有“IN”和“OUT”的管子分别与面板上的“IN”和“OUT”

接气嘴相连。按确认键继续，进入 CO2分析器校准界面，界面如图 8所示。 

 

 

 

 

图 8 

 

等待箭头所指显示的数字趋于稳定后（来回缓慢跳动几个数字），按确认键。

此时，仪器已自动完成调零，CO2分析器零点已移位至 0ppm。至此调零完成，取下

碱石灰管。仪器界面自动跳回到调零、调满菜单项，界面如图 9所示。 

 

 

 

 

图 9 

 

CO2分析器调零 

请接好碱石灰管，按确认键继续 

CO2分析器调零 
已接好碱石灰管后， 

0105   ←  指数趋于稳定后，按确认键 

 
  调零 调满 

 
  调零 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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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分析器调满                                                

 

4.2.2 CO2 分析器调满 

对 CO2 分析器进行调零后还需对 CO2 分析器进行调满，具体的步骤是：在 CO2

分析器校准界面下,如图 9光标已选择调满，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10所示。 

 

 

 

 

 

图 10 

 

此时把从已知浓度的CO2标准气接出来的管子（对于压缩气必须用三通连接器，

用以排放多余气体）接在仪器面板的“IN”接气嘴上。按确认键继续，界面如图

11所示。 

 

 

 

 

 

 

图 11 

 

用键盘设置气源浓度与已知浓度的 CO2标准气浓度一致，然后按确认键继续，

界面如图 12所示。 

 

 

 

 

 

 

 

 

图 12 

 

CO2分析器满度校准 

请接好标准气源，按确认键继续 

 

CO2分析器调满校准 

请接好标准气源，按确认键继续 

请输入气源浓度      385 (ppm) 

按确认键继续 

 
 

CO2分析器调满校准 

请接好标准气源，按确认键继续 

请输入气源浓度      385 (ppm) 

按确认键继续 

0811←指数趋于稳定后，按确认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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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路测量方式 

 

等待显示器显示的数字趋于稳定后（来回缓慢跳动几个数字），按确认键，仪

器保存调满后的参数，自动退到上级菜单，按下取消键，显示器回到主菜单（图 5）。

仪器自动完成调满，仪器满度自动地将 CO2浓度显示移位到标准气源浓度。 

至此调满完成。取下与面板上“IN”接气嘴相连的管子，关掉标准气开关阀

门。 

 

 

 

 

 

 

 

图 5 

提示：仪器在每次开机后都需要进行调零；同时应周期性地用已知 CO2浓度的标准

气进行跨度校准（建议每月进行一次，校准越频繁，测量结果越准确）。      

在实际操作中，已知 CO2浓度的标准气不一定有（可以向当地的气体供应商

购买）。此时，可以变通地在调零完成后，将仪器设置到“CO2浓度测量”模

式下，测定一下高空大气（离地 3米以上）中 CO2的大致浓度，以此作为已

知浓度去进行调满。必须指出的是这是条件所限时或应急时的变通方法。 

 

4.3 开路测量方式 

准备参考气源的管子连接到面板上的“IN”接气嘴上，面板上的“OUT”接气

嘴置空。把安装叶室的手柄上的两根标有“IN”和“OUT”管子，分别与面板上的

“IN”和“OUT”接气嘴相连。然后把叶室手柄上的传感器电缆插头插到面板上的

“手柄接线”插座上并拧紧。 

 

 

 

 

 

 

 

图 5 

2007/09/18      10:31:05            VBAT7.4V 
→1 CO2分析器校准 

2 开路测量       

3 闭路测量       

4 CO2浓度测量   

5 数据传输 

6 系统时间 

7 数据删除 

2007/09/18      10:35:05             VBAT7.4V 
1 CO2分析器校准 

→ 2 开路测量       

3 闭路测量       

4 CO2浓度测量   

5 数据传输 

6 系统时间 

7 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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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手动测量                                                  

 

从图 5主菜单上用上下键选择“开路测量”项，按确认键后，界面如图 13所

示。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图 13 

开路测量有两种方式：“手动测量”和“自动测量”。 

 

4.3.1 开路手动测量 

在开路测量界面下，选择手动测量，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14所示。 

 

 

 

 

 

 

 

 

 

图 14 

参数设置：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名称、流量设置、大气压力、

叶面积进行设置。 

A：名称设置：按左右键可左右移动光标，光标在字母位置时，按数字键，在

屏幕右方显示该数字键上的字母和 1，2，3接着按 1，2或 3即可选中对应字母。 

B：其它设置：按左右键移动光标，按数字键可修改光标所在处的数据。最后

按确认键完成。进入开路测量，界面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开路手动测量 

07/09/18 10：38                FILE000 

V=0.60          P=1.013        A=11.00 

按确认键开始新测量 

按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开路手动测量 

   名  称      FILE000 

   流量设置    0.60  L/Min 

   大气压力    1.013  bar 

   叶面积      11.00  cm2 

         按确认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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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路手动测量 

 

注意：只能用左右键移动光标，此时上下键无用。 

流量设置：出厂设置为 0.6L/min。建议在 0.3～0.8L/min 的范围内依据样品

生理状况的不同而调整。当样品光合（呼吸）能力强时，可以调大流量，反之，

则调小。 

大气压力：出厂设置为海平面标准大气压。当测试地海拔超过 1000 米时，要

将当地的气压实测值输入仪器。 

叶面积：当所选择的叶片面积大于叶室窗口面积时，直接输入叶室窗口的面

积。当叶片面积小于窗口面积时，可将面积值设置为“1”，然后再另行测出其实

际值，对相应的计算值作出订正。 

把要测量的叶片夹到叶室上，按确认键开始，屏幕显示下图左半屏的参考气

测量值，待参考气的各项数据相对稳定后按确认键，右半屏显示测量气的数据，

等待各项数据相对稳定后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16所示。 

 

 

 

 

 

 

 

 

图 16 

 

至此，此次测量结束，界面如图 17所示。 

 

 

 

 

 

 

图 17 

 

此时按确认键保存，进入如图 18界面。按取消键跳过，不保存数据，返回的界

面也是图 18，以便决定是否继续测量。 

开路手动测量计算结果 
      Pn       =   16.45   μmol/(m2s) 
      E        =   01.46   mmol/( m2s) 
      C1       =   094.7   mmol/( m2s) 
      CO2int   =   1360    ppm 

按确认保存          按取消不存 

参考气               10：39：32            样本气 
Ta     ：27.8      ℃       T a  ： 27.8     ℃ 
CO2i    ：0421.9   ppm       CO2o ： 0396.1    ppm 
RHi    ：44.7     %        RHo ： 51.5     % 
V      ：  0.60 L/Min         TL  ： 27.6     ℃ 
Pn     ：16.85umol/( m2s) 
E      ：1.36mmol/( m2s)  
PAR   ：1260  µE/( m2S)                  VBAT 7.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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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自动测量                                                 

 

 

 

 

 

 

 

 

图 18 

如要继续测量，则重复上述步骤即可，按取消可跳回主菜单。 

 

4.3.2 开路自动测量 

在开路测量界面下，用左右键移动光标,选择自动测量，按确认键，界面如

图 19所示。 

 

 

 

 

 

 

 

 

 

图 19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名称、流量设置、大气压力、叶面积进行设

置。按确认键完成后。界面如图 20所示。 

 

 

 

 

 

 

 

图 20 

              开路手动测量 

07/09/01   10：42            FILE000 

V=0.60        P=1.013        A=11.00 

按确认键 

按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开路自动测量 
 
     名  称    FILE000 
   流量设置 
   大气压力 

叶面积                 

 按确认键继续 

0.60 L/Min 

1.013 bar 

11.00 cm2 

采样延迟      025 S 

采样时间      015 S 

测量次数      03 

 
按确认键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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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路自动测量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采样延迟（由于测量参气和叶室气交替进

行中，气路切换后有一段换气时间，仪器停止采集这部分不稳定的气体，该段时

间为采样延迟！采样延迟可在 15s～4min 间设置）、采样时间（为数据采集器采集

数据的时间，即采样取平均的时间，在 10s～4min 间设置）、测量次数为测量叶片

光合速率的次数，可对一叶片进行连续观测(1～99)进行设置。然后把要测量的叶

片夹到叶室上，按确认键完成后。界面图如：图 21—1和图 21—2所示。 

 

 

 

 

 

 

 

图 21—1 

 

 

 

 

 

 

图 21—2 

 

此后测量就是自动完成的，不需要人的干预，直到设置的测量次数完成后，

界面如图 22所示。 

 

 

 

 

图 22 

 

注意：没有稳定的参考气源时，可用一个大的缓冲瓶代替，比如一个装过纯净水

的大塑料桶，但其内部一定要干燥，在桶的细颈上罩一个纸杯，杯底捅一

个小洞，这样就做成一个很好的缓冲瓶，但在罩纸杯之前要摇晃桶防止其 

开路自动测量完成 

按确认开始新测量，按取消退出 

 

开路自动测量计算结果(平均值) 
      Pn       =   17.75   μmol/( m2s) 
      E        =   01.50   mmol/( m2s) 
      C1       =   098.8   mmol/( m2s) 
      CO2int     =   1293    ppm 

 
保存完毕 

参考气             000     012   03           样本气 

Ta     ：27.8      ℃           T a   ：27.8     ℃ 
CO2i   ：0425.3   ppm           CO22o ：0379.0   ppm 
RHi    ：44.5     %           RHo  ：51.6     % 
V      ：0.60 L/Min              TL   ：27.6      ℃ 
Pn     ：17.05umol/( m2s)  
E      ：1.45mmol/( m2s)  
PAR   ：1250  µE/( m2S)                   VBAT 7.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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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路手动测量                                                      

 

内部 CO2浓度与外界相差太大。另外 3米以上高度的空气也比较恒定，因此

可以用一根管子将 3米以上高度的空气与仪器面板上的“IN”接气嘴相连。 

 

4.4 闭路测量 

把闭路管子两端分别连接到面板上的“IN”和“OUT”气嘴，并把手柄上的两

根标有“IN”和“OUT”的管子分别与面板上的“IN”和 “OUT”接气嘴相连，并

把手柄上的传感器电缆插头插到面板上的“手柄接线”插座上并拧紧。 

 

 

 

 

 

 

 

 

图 5 

在图 5 主菜单下，用上下键移动光标选择闭路测量。按确认键，进入闭路测

量，界面如图 23所示。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图 23 

4.4.1 闭路手动测量 

在闭路测量菜单下，选择手动测量，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24所示。 

 

 

 

 

 

 

 

图 24 

闭路手动测量       
 
   名   称      FILE000 
   叶室容积     0.06  L 
   大气压力     1.013  bar 
   叶面积       11.00  cm2                       

 按确认键继续 

2007/09/18     10:48:00           VBAT7.3V 
    1 CO2分析器校准 

    2 开路测量       

→  3 闭路测量       

4 CO2浓度测量   

5 数据传输 

6 系统时间 

7 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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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路自动测量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名称、流量设置、大气压力、叶面积进行设

置。然后把要测量的叶片夹到叶室上，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25。 

 

 

 

 

 

 

 

图 25 

当显示器左边显示的 CO2 的浓度值合适后按确认键，右边的数据开始出现，

等待各项数据变化到适当的值后按确认键，至此，此次测量结束，界面如图 26所

示。 

 

 

 

 

 

图 26 

如要继续闭路手动测量，重复上述步骤即可。  

4.4.2 闭路自动测量 

在闭路测量界面下，用左右键移动光标，选择自动测量，按确认键，界面如

图 27所示。 

 

 

 

 

 

 

图 27 

 

 

闭路测量计算结果 
    Pn   =   16.06   μmol/( m2s) 
     E   =   01.43   mmol/( m2s) 

     按确认保存         按取消不存 

闭路自动测量 
   名   称      FILE000 
   叶室容积     0.06   L 
   大气压力     1.013  bar 
   叶面积       11.00  cm2                       

 按确认键继续 

开始气                    t=058               结束气 
Ta     ：27.8     ℃             T a   ：27.8     ℃    
CO2i   ：0420.0   ppm            CO2o ：0394.8   ppm 
RHi    ：44.7     %            RHo  ：51.3     % 
 
Pn     ：16.08umol/( m2s)  
E      ：1.44mmol/( m2s)  
PAR   ：1016  µE/( m2S)                     VBAT 7.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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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路自动测量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名称、流量设置、大气压力、叶面积进行

设置。然后把要测量的叶片夹到叶室上，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28。 

 

 

 

                           图 28 

自动测量分为两种方式：时间优先和浓度优先。 

① 时间优先 (测量开始时计时，到设定时间后测量结束)。 

在闭路自动测量界面下选择时间优先，界面如图 29所示。 

 

 

 

 

 

图 29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时间差和采样延迟进行设置。然后把要测

量的叶片夹到叶室上，按确认键。界面如图所示 30。 

 

 

 

 

 

 

 

 

图 30 

 

此后测量就是自动完成的，不需要人的干预，最终的界面如图 31所示。 

 

 

 

 

图 31 

  时间优先         
dt = 030s 

采样间隔  10s 
                  按确认键开始测量 

闭路自动测量完成 

按确认开始新测量，按取消退出 

开始气         000          dt=015           结束气 
Ta    ：27.8     ℃           T a   ：27.8      ℃  
CO2i  ：0460.6   ppm         CO2o ：0422.8    ppm 
RHi   ：48.6     %          RHo  ：53.0      % 
 
Pn    ：24.28umol/( m2s) 
E     ：1.04mmol/( m2s)  
PAR  ：1399  µE/( m2S)                    VBAT 7.3V 

  时间优先               浓度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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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路自动测量  

 

至此测量完成，按确认键沿用以前的设置继续测量，按取消键退出到主菜单。 

② 浓度优先（测量开始时计 CO2浓度，到设定浓度差后测量结束） 

在闭路自动测量界面下选择浓度优先，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32所示。 

 

 

 

  

   

   

图 32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浓度差和采样延迟进行设置。然后把要测

量的叶片夹到叶室上，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33所示。 

 

 

 

 

 

 

 

 

 

 

图 33 

 

此后测量就是自动完成的，不需要人的干预，最终的界面如图 34所示。 

 

 

 

 

图 34 

 

 

            浓度优先 
dC = 030ppm 

     
采样间隔    010 S 

按确认键开始测量 

闭路自动测量完成 

按确认开始新测量，按取消退出 

开始气         000        t = 0052 S               结束气 
Ta      ：27.8     ℃        T a      ：27.8      ℃   
CO2i    ：0498.2   ppm       CO2o    ：0485.4    ppm 
RHi     ：52.1     %       RHo     ：59.7      % 
Pn      ：08.19umol/( m2s) 
E       ：1.54mmol/( m2s)  
PAR    ：1100  µE/( m2S)                         VBAT 7.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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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测量                                                 

 

 4.5 CO2浓度测量 

在主菜单（图 5）中选择“CO2浓度测量”项，界面如图 35所示。 

 

 

 

 

 

 

 

图 5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操作可以对浓度差和采样延迟进行设置。然后把要测

量的叶片夹到叶室上，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35所示。 

 

手动存储        自动存储    

 

图 35 

 

用左右键及确认键选择，若选择“手动存储”，则每次按下确认键，保存一

个数据。若选择 “自动存储”，则界面如图 36所示。 

 

 

 

 

 

 

 

图 36 

 

对时间间隔设置后，仪器按照设置间隔自动保存数据。数据保存时在浓度值

附近有一个磁盘图标闪动。 

 

 

2007/09/18     10:55:32             VBAT7.2V 
    1 CO2分析器跨度校准 

    2 开路测量          

3 闭路测量          

→  4 CO2浓度测量      

5 数据传输 

6 系统时间 

7 数据删除 

手动存储        

    

CO2浓度为：    426.6  ppm 

VBAT  7.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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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传输  

 

4.6 数据传输 

    在主菜单（图 5）中选择“数据传输”项，界面如图 37。 

 

 

 

 

 

 

 

图 5 

用一根 RS232 串口线一端接数据传输口，另一端接计算机，运行 Yaxin-1102

计算机程序，（传输软件安装及使用在 5.2 节中详细说明），可以把仪器存储的数

据传输到计算机。按确认键，仪器与计算机开始传输。 

 

 

 

 

 

 

 

图 37 

 

4.7 设置系统时间 

在主菜单（图 5）中选择“系统时间”项，界面如图 38所示。 

 

 

 

 

 

 

 

图 5 

在此界面下，通过键盘上的左右键及数字键可以对系统时间进行设置。然后 

2007/09/18     10:58:00            VBAT7.2V 
    1 CO2分析器跨度校准 

    2 开路测量           

3 闭路测量           

    4 CO2浓度测量       

→  5 数据传输 

6 系统时间 

7 数据删除 

2007/09/18     11:35:49            VBAT7.2V 
    1 CO2分析器跨度校准 

    2 开路测量          

3 闭路测量          

    4 CO2浓度测量       

    5 数据传输 

→  6 系统时间 

7 数据删除 

Dat Num : 0167 
                 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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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删除、数据线的安装                                        

 

按确认键完成。 

 

 

 

图 38 

 

4.8 数据删除 

在主菜单（图 5）中选择“数据删除”项。 

 

 

 

 

 

 

 

 

图 5 

 

使用方向键，选择数据删除功能，按确认键，界面如图 39所示。 

 

 

 

 

图 39 

选择确认后，按确认键就完成了数据删除并退出。选择取消，按确认键或直

接按取消键则不删除数据直接退出。 

 

5 软件 

5.1 数据线的安装 

将数据传输线一端接到计算机的串行口（COM 口），另一端安装到仪器面板上

标有“数据传输”的接口上。将仪器设置为数据传输状态（方法见“数据传输”）。 

特别提示：数据线的联接和拆除必须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数据删除？→取消 
            确认 

2007/09/18     11:48:00            VBAT7.2V 
    1 CO2分析器跨度校准 

    2 开路测量          

3 闭路测量          

    4 CO2浓度测量       

    5 数据传输 

6 系统时间 

→  7 数据删除 

2007/09/18        11: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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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安装与运行 

 

5.2 Yaxin-1102 软件安装与运行 

将随机光盘插入光驱，双击 Setup 根据提示安装。 

点击视窗的“开始”后选择“程序”，点击“Yaxin-1102 便携式光合蒸腾仪数

据传输系统/Yaxin-1102.exe”启动软件。启动画面如下： 

 

 

 

 

 

 

 

 

稍候片刻即进入软件主界面： 

 

 

 

 

 

 

 

 

 

 

 

 

 

 

 

通过主菜单，您可以完成通讯端口设置、数据传输、保存等工作。 

软件第一次运行时，默认的通讯端口是计算机的串口一，如果您的串口一接

有其它设备，可以将传输线接到串口二，然后点击“设置/串口设置”菜单，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设置串口二为默认的通讯端口，软件在下次启动时默认的通讯端口

将是计算机的串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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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安装与运行                                               

 

 

 

 

 

 

注意：串口三是配合 RS232 接口转 USB 接口使用的，使用方法为：如果使用

原来的 RS232 传输线，在串口定义时请不要激活串口三，这样程序会报警，自动

关闭；如果使用的是 RS232 接口转 USB 接口数据传输线，在串口定义时则必须激

活串口三，数据才能够传输。 

端口设置完成后，即可进行数据传输，保证终端机处于数据传输状态点击“数

据传输/瞬时”菜单项或通过点击工具栏图标 ，来进行数据传输操作，当看到所

有数据传输完毕，软件提示数据传输完毕，则证明本次数据传输操作成功。 

如果点击“数据传输/瞬时” 菜单项或通过点击工具栏图标 ，来进行数据

传输操作，程序出现如下图所示，请您按提示逐项检查出错原因；如果问题没能

得到解决，请尝试关闭该软件及仪器电源，然后重新启动软件和仪器，重新传输。 

 

 

 

 

 

 

如果您退出程序前没有将上传的数据保存，则会出现提示您保存数据的对话

框（如右图 3），如下图，按“是”保存数据，按“否”不保存。 

按＂文件/保存＂菜单项或通过点击工具栏图标 ，来进行数据导出操作，数

据自动生成 excel 文件，文件名默认为 book1.xls，请选择其他文件名继续保存你

的实验数据。 

 

 

 

 

 

注意：如果仪器内部保存数据个数的字节受到未知干扰的破坏（出现机会很

少），仪器会将它内部数据存储器里的内容全部传上来，以便有选择

的挽救正确数据。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应先去除异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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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6 技术参数 

1．CO2传感器  

    类别：非扩散红外分析器  
    测量范围：0～1500ppm  

    分辩率：0.1ppm  
    噪声：在 CO2常量时，平均噪声≤0.4ppm，最大值<0.8 ppm  
2． 光量子传感器  

    类别：带有有效光合光量子修正滤光片的硅光电池  
    测量范围：0～2500μmol/m

2
·s  

    光谱范围：400～700nm  

    分辩率：1μmol/m
2
·s  

    误 差：±5%  

3．叶温传感器  

    类别：热电偶  
    测量范围：0～50℃  
    分辨率：0.1℃  

    误差：±0.3℃  

4． 气温传感器  
    类别：热敏电阻  

    测量范围：0～50℃  
    分辨率：0.1℃  
    误差：±0.3℃  

5．流量计  
    类别：微型电子流量计  
    测量范围：0～1L/min  

    分辨率： 0.01L/min  
    误 差：5%，在 0.2～0.8L/ min 范围内<±0.2%  

6． 湿度传感器  

    类别：湿敏电容  
    测量范围：0～100%RH  
    分辨率：0.1%  

    误差：＜±2%RH(在 0～80%RH 时)和＜4%RH(在 80～100%RH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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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充电                                                

 

7．主  机  

    显示器：240×128 点阵，中文界面  
    数据存储：64K  
    数据传输：RS232，RS232 转 USB  

    电源：7.4V 10AH 可充电锂电池，工作时间 7～9小时  
    尺寸：32.0×13.5×29.6cm  
    重量：主机 7.0 kg；叶室和手柄 1.0kg、  

8． 叶室(可任选一款)  
    Ⅰ型：(25×25mm)  
    Ⅱ型：(55×20mm)  

    Ⅲ型：(65×10mm)  
 

7 充电 

仪器使用是一个标称 7.4V 的可充电的封闭式锂电池。当新电池充满电后,

可连续使用 6～7小时左右。下面任何一种情况都将影响电源供电及仪器操作。 

· 电池在出厂前已经经过测试并充满电，但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放掉一部分电。 

·当电池电压低于 6.8V 时，屏幕的右上角将显示“LOWBAT”,这个信号指示

仪器在显示不正确读数之前还可继续使用 15 分钟左右，之后若继续使用，

仪器将自动断电。 

·在 40℃以上的环境操作仪器，将增大电池耗电量。 

 

充电时，将充电器与面板的充电插座相连，至少充电 8个小时。如果你有

可用的交流电源线，充电器也可作为电源适配器使用，可使仪器连续工作更长

时间。当然，为了延长连续使用时间，也可采用大容量 6V 电池。使用以后,

电池应尽快充电，在没充电状态下保存，将会磨损电池。电池充满电后，应尽

量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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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室的维护与使用  

8 叶室的维护与使用 

该仪器所用的叶室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开路叶室类型如表 1所示。 

表 1  开路叶室的窗口大小 

叶室类型 窗口大小（宽×长 mm） 窗口面积（cm2） 

方型 25×25 6.25 

宽长型 55×20 11 

窄长型 65×10 6.5 

本叶室如图 40设计成叶室与叶室手柄一体形式。叶室里安装有各种温度传感

器和光量子传感器，在使用时要注意特别小心。 

叶室的使用方法： 

（1）先将叶室末端的“通信口”插座与主机上的“手柄接线”插座相连。 

（2）再把“进气口（即贴有“IN”的一端）”与主机上的接手柄气管处的“IN”

相连接，“出气口(贴有“OUT”的一端)”与主机上的接手柄气管处的“OUT” 

相连接。 

（3）将叶室上的“释放叶室窗口”用的尼龙螺丝向前推，打开叶室窗口，被

测叶片放入叶室。 

（4）轻轻合上叶室，把“释放叶室窗口”用的尼龙螺丝向后推。 

（5） 使“光量子传感器”正对着太阳光或其它光源方向即可。 

 

 

  

 

 

 

 

 

 

 

 

图 40  叶室 

 

光量子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通信口 

进气口 

出气口 

叶室窗口 

垫圈 

释放叶室窗口 风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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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叶室的维护与保养： 

① 在使用时要特别小心叶室上的各种传感器。要保持叶室干净。 

② 叶室需要存放在干燥处，防潮防尘。 

不用时需把叶室上的“释放叶室窗口”用的尼龙螺丝向前推，使叶室处于

半开处态，以保证叶室垫圈不受到长时间的挤压。 

 

9 注意事项 

不要在任何一个进气通道（IN、手柄连接口上的 IN）的气路被堵塞或严重受

阻的情况下操作该仪器，如果这样操作将会损坏泵。 

不要在任何一个进气通道（IN、手柄连接口上的 IN）没有接三通连接器（用

第三个口排放多余气体）的情况下与压缩气源相连。进气口的压力过大可能会吹

掉内部连接管路或损坏泵。 

 

 

 

 

仪器内部无论气路还是电路绝对不允许进水。另外在田间测量时要避免在多尘

的条件下使用该仪器。我们建议把仪器保存在干燥阴冷的地方。在极端的湿度下

使用该仪器将会影响仪器操作及读数的正确性。 

使用过程中，不要让阳光晒着仪器，防止仪器被晒热，另外 LCD 显示屏被太阳

晒后，颜色会变深，在阴凉处可恢复，避免其长时间被阳光直晒。 

当仪器显示 LOWBAT 时，请即时充电，不要在此时继续使用仪器，以免造成电

池损坏或仪器内部电路损坏。 

测量完全结束，保存仪器必须先充满电之后再保存，以免电池损坏，同时我们

建议每隔三月对仪器进行一次充电。 

 

 

 

 

 

 

 

压缩气源 

外界大气 

三通 
进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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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YX-11LA 光控附件使用说明 

 
10 附件（另行购买） 
10.1 YX-11LA 光控附件使用说明 

1. 工作原理与功能 
YX-11LA 光控附件是为 Yaxin 系列光合仪提供的红蓝光源。它为光合作用实

验和测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光照条件，大大增加了光合数据间的可比性。利用它

还可测量光合速率的光响应曲线，从而得到光补偿点、光饱和点等光合参数。 
 
2.结构 

YX-11LA 的结构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图 1 是控制器部分，内含可充电电池。

面板各部分功能为： 
 

  
 
 

 
 
 

 
图 1   YX-11LA 光控附件面板图 

 

LCD 显示：显示光合有效辐射值，单位为：µmol﹒ m-2
﹒ s-1。 

充电插座：接厂家提供的充电器。 
光源插座：接插 LED 红兰光源（图 2）。 

PAR 调节：调节 PAR 值，顺时针为增加。 
显示档位开关：PAR 值小于 2000 时，用×1 档，显示为 PAR 值。当 PAR 值

大于 2000 时，用×10 档，PAR 值为显示值的 10 倍。 

电源开关：按钮为仪器的电源开关。 
 
 

 
 
 

 

LCD 显示 

充电插座 

光源插座 

档位开关 

PAR 调节 

电源开关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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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光源部分,适用于 Yaxin-1102 和 Yaxin-1101 光合仪。 
 
 

 
 
 

 
 
 

 
 
 

 
 

图 2  光源图 

 
3.安装使用 
退出光源上的固定螺栓，将光源平放到叶室(叶室样式以实物为准)面上，拧紧

固定螺栓，将光源固定在叶室上。（如图） 
在控制器关机状态下，将光源插头接插到控制器插座上，将 PAR 调节旋钮逆

时针拧到头（最小），然后打开电源开关，顺时针拧动 PAR 调节旋钮，直到得到

期望的 PAR 值。 
 
4.注意事项 

使用时，请确定 YX-11LA 的进出排气风扇工作正常，不能堵塞，以免在使用

过程中温度升高而损坏光源。 
不要将光源对准人脸，或直视光源，以免损伤眼睛。 

当电池电量不足时，请及时充电。当 PAR 值无法调到 1000 以上时，或 LCD
显示器左上角出现 LBT 字样时，请及时充电。 

控制器内含电池为可充电锂电池，仪器使用后应充足电再存放。仪器每存放 3

月以上请重新充电保存，特别是南方潮湿地区更应如此。 
使用中若有不正常现象，请暂停使用，并及时与我们联系。 

 

出风口 

固定螺栓 

光源 

叶室 

光源插头线 

进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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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YX-11DX 代谢室使用说明 

 

10.2 YX-11DX 代谢室使用说明 

1.工作原理及功能 
YX-11DX 代谢室是根据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现象，采用目前世界上

通用的“气体交换法”原理，测量植物光合作用。配合我公司的各种型号光合仪

（包括 Yaxin-1101 和 Yaxin-1102）在闭路系统下使用。此代谢室的容积为 3.5 升，

横截面积为 176.6cm2。 

2.结构组成 
YX-11DX 代谢室主要由代谢室、代谢室底座和充电器三部分组成。代谢室外

形尺寸：内直径为 150mm，外高为 200mm，有机玻璃壁厚 7.5mm。代谢室材料

为无色全透明有机玻璃。 
 
 

 
 
 

 
 
 

 
 
  

        
3.安装步骤 
（1）代谢室的安装： 

     把要测量的样品(果实、幼苗、苔藓、食用菌、叶片或枝条）平放在

代谢室底座上（如上图所示），然后把代谢室桶竖直盖到底座上，保证桶

与底座之间密封不跑气。良好的密封对于获得准确的读数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在底座的沟槽内垫上一圈保鲜膜，然后用代谢桶将保鲜膜压入沟

槽则密封效果更佳。 
（2）气路的连接： 

     用 2 根两端带有气嘴的塑料管分别把代谢室上贴有“IN”和“OUT”
的气嘴和光合仪上的“IN1”、 “OUT1”（Yaxin-1101 型）或“IN”、 “OUT 

 
 

     图 1  代谢室 图 3  充电器 

 代谢室 

     放被测物托盘 

     代谢室底座 

  电源开关 

     充电孔 

 

图 2  塑料连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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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YX-11DX 代谢室使用说明                                

 

（Yaxin-1102 型）连接。连接方法是：代谢室上的“IN”和光合仪上的

“IN1”（Yaxin-1101 型）或“IN”（Yaxin-1102 型）相连接；代谢室上

的“OUT”与“OUT1”（Yaxin-1101 

型）或“OUT”（Yaxin-1102 型）相连接。最后，用短接管把光合仪上

的“IN”和“OUT”相连接。至此，光合仪和代谢室形成闭路连接。 
 

4.操作步骤  
完成上述连接工作后，就可以在仪器上选择“闭路测量”方式进行测量了。

测量的具体操作步骤参照用户已有的光合仪的操作手册，选择光合测量中的“闭

路测量”。 
其中计算时容积的实际数值请根据用户样品的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修订。如

上图中就要考虑在呼吸桶 3.5 升的容积中减去果实的体积。 

 
5.注意事项 
代谢室在使用时确保与底座密封，严禁被雨淋或在湿度特别大的环境中使用，

以免损害代谢室中的元器件。 
代谢室用完后若有污染则必须清洗，一般情况下使用较为柔软干布就可以，有

必要的话可以使用带有水或中性洗涤剂的布，但是，绝对不允许使代谢室出现大

量的水或向代谢室里倒水清洗，以免损害元器件。 
清洁后放入包装箱或柜子，以免划伤。 
电池在长期不使用的状态下，每隔 3 个月要充电一次。 

在测量时，所要用到的体积和面积值请用户根据自己样品的形状和特征，另行

测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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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呼吸室与塑料管连接  

                         附件——YX-11SR 土壤呼吸室使用说明  

 

10.3 YX-11SR 土壤呼吸室使用说明 

1.工作原理及功能 
YX-11SR 土壤呼吸室是根据生物或土壤呼吸放出二氧化碳的现象，采用目

前世界上通用的“气体交换法”原理，配合我公司的各种型号光合仪（包括

Yaxin-1101 和 Yaxin-1102）使用。通过对呼吸室内 CO2 浓度变化的测定，来计

算出土壤或生物体的呼吸速率。在计算时，呼吸室的容积为 5 升，横截面积为

208cm2。 
 

2.结构组成 

YX-11SR 土壤呼吸室主要由呼吸室、塑料连接管、外接电池、外接电池

电源引线和充电器五部分组成。呼吸室外形尺寸：直径为 168mm，外高为

254mm，不锈钢壁厚 2.5mm。 

 
  
 

 
 
 

 
 
 

                              
              

 

 
 
 

 
 
 

 
 

 

 
 

 图 1  呼吸室 

图 2  外接电池盒 

图 4 充电器 

图 3 外接电池电源引线 

图 5 呼吸室上盖 

 

 

电池引线插孔 塞子 塑料管连接口 

充电插座 

图 6 塑料连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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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YX-11SR 土壤呼吸室使用说明                           

 

3.安装步骤 
（1） 呼吸室的安装： 

土壤呼吸室放置在所要监测的土壤上（注意：敞口的一方朝下），轻轻的

拧动土壤呼吸室圆筒，确保插进土壤表面并且密封，良好的密封对于获得

准确的读数是很重要的。如果需要，则要将桶内土壤体积从整体容积数中

减去。 

（2） 气路的连接： 
用两根两端带有气嘴的塑料管分别把呼吸室上的两个气嘴和光合仪上的

相应接口连接（在 Yaxin-1101 上与“IN1”和“OUT1”相连；在 Yaxin-1102

上是与连接手柄处的“IN”和“OUT”）。然后用短接管把光合仪上的“IN”

和“OUT”相连接接。 
（3） 电源连接： 

将附带的外接电池电源引线的一端与土壤呼吸室相连，另一端与外接电池

盒相连（如图 8 和图 9）。 
 

 
 
 

 
 
 

 
 
 

 
 

 

4. 操作步骤 
完成上述连接工作后，就可以进行测量了，土壤呼吸因容积比较大，气体

交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测量采用的是“闭路测量方式”。 具体操作参照用户已

有的光合仪的操作手册，选择光合测量中的“闭路测量方式”。有些型号机子面

积输入可能无法满足 3 位数要求，这时可采用说明书中的公式手工计算。 

图 8 电源引线与呼吸室的连接 

图 9 电源引线与电池盒的连接 
图 10  呼吸室与仪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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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YX-11SR 土壤呼吸室使用说明  

 

5. 电池的使用 
（1）使用方法：将电池与呼吸室的连接引线一头插入呼吸室的 DC 7.2V 电

池引线插孔（如图 7），另一头插入电池盒上的插孔（如图 8）。 

（2）充电方法：用所配专用 DC8.4V 充电器插入电池盒上的插孔。 
（3）电池每使用 10 小时后必须进行充电，电池不用时每隔 1 个月进行补充

电一次。 

6. 注意事项 
（1）土壤呼吸室在使用时确保插进土壤表面并且密封，严禁被雨淋或在湿度

特别大的环境中使用，以免损害土壤呼吸室中的元器件。土壤呼吸室用

完后必须清洁，一般情况下使用较为柔软干布就可以，有必要的话可以

使用带有水或中性洗涤剂的布。但是，绝对不允许使呼吸室出现大量的

水或向呼吸室里倒水清洗，以免损害元器件。 

（2）在使用过程中，不要将顶盖上的白色小塞子拔下，以免漏气。 
(3) 在测量时，所要用到的体积和面积值请用户根据自己样品的形状和特

征，另行测量获得。 

 

特别说明： 

如果客户购买了 YX-11QT 群体光合室，则其用法可以参照

YX-11SR 土壤呼吸室的使用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