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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仔细阅读本⼿册并按要求操作。 

2. ⾮专业⼈员不要拆卸设备， 设备不正常请与我公司联系。 

3. 信号处理单元为室内安装产品， 请不要在室外恶劣环境下使⽤ 。 

4. 信号处理单元远离液体。 

5. 信号处理单元为精密光学仪器， 不可剧烈摔打， 安装⽀架必须牢靠。 

6. 信号处理单元的机壳必须接地。 
 

 

 

 
 

 
 

 
 

 

以本标志开始的⽂本表示有⾼度的⻛险， 如果不能避免， 会导致探测 

器系统崩溃 、⽆法恢复等危险。 

以本标志开始的⽂本表示有潜在⻛险， 如果忽视这些⽂本， 可能导致 

探测器⽆法正常⼯作、数据丢失、性能下降等不可预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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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是⼀款基于⾃发拉曼散射效应和光时域反射

技术的分布式温度检测系统。系统利⽤激光在光纤中传输时产⽣的背向拉曼散射信号，根

据光时域反射原理和雷达⼯作原理来获取空间温度分布信息和空间定位信息。并能够连续

地监测光纤沿线所在处的温度，将⼀条数公⾥⻓的光纤 （光纤既是传输媒体， ⼜是传感媒体） 

铺设到待测空间，可连续测量、准确定位整条光纤所处空间各点的温度， 通过光纤上的温

度的变化来检测出光纤所处环境变化， 并结合 OTDR 空间定位技术确定温度异常点的位置。 

 

 

拉曼散射原理图 

 

与其它测温系统相⽐， 本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连续分布式测量——分布式光纤传感器是真正的分布式测量，可以连续得到沿着测

温光缆数公⾥的测量信息， 误报和漏报率低， 同时实现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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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电磁⼲扰，在⾼电磁环境中可以正常的⼯作——光纤本身是由⽯英材料组成的，完

全的电绝缘； 同时光纤传感器的信号是以光纤为载体的， 本征安全， 不受任何外界电磁环

境的⼲扰。 

本征防雷——雷电经常破坏⼤量的电测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由于完全的电绝缘， 可以

抵抗⾼电压和⾼电流的冲击。 

测量距离远， 适于远程监控——光纤的两个突出优点就是传输数据量⼤和损耗⼩，在

⽆需中继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数公⾥的远程监测。 

灵敏度⾼，测量精度⾼——理论上⼤多数光纤传感器的灵敏度和测量精度都优于⼀般

的传感器， 实际已成熟的产品也证明了这⼀点。 

寿命⻓， 成本低， 系统简单——光纤的材料为⽯英玻璃， 其具有不腐蚀、耐⽕ 、耐

⽔及寿命⻓的特性， 通常可以服役 30 年。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是产品检测灵敏度⾼， ⼀致性和重复性好， 

可进⾏分布测量， 测量精度⾼；应⽤现场⽆电检测， 本质安全， 抗电磁⼲扰， 防雷击；特

别适合⽯油、天热⽓管道、化⼯ 、冶⾦ 、电⼒ 、消防、能源、仓储 、军⼯ 、核⼯业等场

所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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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是依据 GB 16280-2014 进⾏设计 、开发和

⽣产 。根据国标产品分类要求， 属于差定温 、可恢复式、分布定位的探测型产品。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系统主要由感温光缆 、信号处理单元及⽕

灾报警报警控制器组成， 下图 1 为产品结构组成示意图。 

 

图 1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的结构组成示意图 

 

感温光缆由感温光缆和连接光缆组成， 由于感温光缆本质安全防爆、防雷， 它可安装

在危险区 （如⽯化储罐现场）， 感知现场的温度信息； 信号处理单元可置于控制室， 对

感温光缆的传送过来的信号进⾏解调， 并输出相应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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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主要技术指标如表 3-1 所示。 

表 3-1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技术指标 
 

产品型号 DTS2000 

光纤类型 MM62.5/125 

温度测量范围 -100～200℃ 

测量距离 10km 

温度测量精度 ±1℃ 

空间分辨率 ±1m 

循环测量时间 ＜10 秒/通道 

测量通道数 1/4 /8 

功耗 ＜15W 

温度飘移 ＜2℃ 

宽温度⼯作范围 -10～50℃ 

 

 

4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系统主要由感温光缆（包括光纤/缆及其 E2000

接头）、信号处理单元及⽕灾报警控制器组成。 

感温光缆是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系统采

⽤的螺旋钢管铠装测温光缆， 是⼀种通⽤型分布式测温系统探测光缆， 可以适⽤于交通遂

道、电⼒ 、⽯化、钢铁 、煤碳等绝⼤多数的测温环境。光缆采⽤⾼强度的铠装设计， 具

有以下性能特点。 

◆ 铠装保护， 具有很好的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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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简单， 外径⼩， 热渗透快， 测温响应快； 

◆ 环保阻燃 PVC 或 LSZH 护套， 具有良好防护性能； 

◆ 光缆柔韧性极好， 易于施⼯布放； 

图4-1  为感温光缆结构简图。 

 

图4-1   感温光缆结构简图 

 

在 DTS2000 分布式光纤线型感温⽕灾探测器系统中， 感温光缆每隔⼀⽶都有⼀个感

温光缆型号标识 。每⼀个通道的感温光缆通过 E2000/APC 与信号处理单元连接在⼀起。

如图4-2所示。 

 

图4-2  感温光缆型号标识与感温光缆连接法兰 （E2000/APC） 

 
 

光纤连接器 E2000/APC 与 E2000 法兰连接操作步骤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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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感温光缆连接法兰 （E2000/APC） 

 

DTS2000 探测器信号处理单元如图 4-4所示，其主要功能是对感温光缆的温度信息进

⾏解调，同时根据⽤户设置报警温度的上限和其他相关参数， 进⾏⽕灾报警判断， 并显示

及输出相应信号。 

 

 

图4-4    DTS2000 信号处理单元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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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单元采⽤ 19 ⼨机架式 2U 机箱，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标准机柜中安装多台信

号处理单元。 

信号处理单元正⾯如图4-5  所示， 其正⾯有⼀块⾮触摸液晶显示屏， 四个 LED 指示

灯， ⼀个带钥匙的旋转复位开关， ⼀个消⾳按钮 。液晶屏显示信息详⻅第 5 章。 

图4-5  DTS2000 信号处理单元正⾯图 

LED 灯如上图从右⾄左指示功能如表4-1 所示。 

表 4-1 指示灯含义 
 

   

 蓝⾊ 常亮， 表示信号处理单元内部电源⼯作正常 

 绿⾊ 闪烁， 表示信号处理单元⼯作正常 

 ⻩⾊ 当发⽣故障报警时， ⻩⾊灯常亮 

 红⾊ 当发⽣⽕警报警时， 红⾊灯常亮 

信号处理单元旋转复位开关需⽤专配钥匙操作。插⼊钥匙后顺时针旋转则复位， 归位

时需要逆时针⽅向旋转⾄规定位置。 

        复位操作完成后需要等待30秒，至信号处理单元内部重置方可进行有效测量，否

则，可能导致不可预计故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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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单元内置有蜂鸣器。当有故障或⽕警发⽣时会发出声响。根据 GB 16280-2014 

国标要求， 其声压级为距离信号处理单元正前⽅ 1 m 处⼤于 65 dB， ⼩于 115 dB。 

信号处理单元的输出端⼦包含电源接⼝ 、感温光缆连接接⼝ 、通讯接⼝及输出端⼦等，

如图4-6 所示。 

 

 

 

图4-6  DTS2000 信号处理单元背⾯图 

输出接⼝的详细定义如表4-2 所示。 

表4-2  信号处理单元后视接⼝说明 
 

    

1 电源接⼝ / 电源输⼊接⼝， DC24V 输⼊ 

2 信号输出接⼝ DB-9 RS485 串⼝通讯端⼝ （1 路） 

3 信号输出接⼝ DB-9 RS232 串⼝通讯端⼝ （1 路） 

4 信号输出接⼝ USB USB 通讯端⼝ （1 路） 

5 信号输出接⼝ RJ45 ⽹络通讯端⼝ （1 路） 

6 感温光缆连接端⼝ E2000/APC 连接感温光缆 

7 接地端⼦ / 外接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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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TS2000信号处理单元液晶显示信息说明 

DTS2000 信号处理单元液晶屏直观的显示了探测器的⼯作状态和发⽣故障、⽕警的

通道和位置。 
 

当信号处理单元正常运⾏后，液晶屏显示探测器显示当前设定的定温报警温度和运⾏

状态，如图5-1  所示， 说明探测主机状态正常。 

 

图5-1    正常⼯作界⾯ 

正常⼯作状态下， 液晶屏信息探测器当前设定的定温报警温度， 如图所示， 表示探测

器当前设定的定温动作温度为 60 摄⽒度。 

当探测器发⽣⽕警报警时， 液晶屏上会显示当前⽕警发⽣位置及⽕警温度信息， 如

图5-2  所示， 探测器发⽣⽕警报警的位置位于通道 1 的 1504 ⽶， 且⾯板⽕警指示灯 （

红⾊） 被点亮。 

若探测器发⽣多处⽕警报警， 液晶屏将会循环显示⽕警发⽣位置及⽕警通道信息； 且

当⽕警报警和故障报警同时发⽣时， 优先显示⽕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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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警报警液晶显示界⾯ 

当探测器发⽣故障报警时， 液晶屏上会显示当前故障报警发⽣的位置，若探测器发⽣

多处故障报警， 液晶屏将会循环显示故障发⽣位置及故障通道信息； 且当⽕警报警和故障

报警同时发⽣时， 优先显示⽕警信息。 

6    

DTS2000 Maint Config 配置软件建议运⾏环境如下： 
 

配置项 性能 

CPU CPU Intel P4 2.8G  双核 

内存 ⼤于 2G 

硬盘 ⼤于 200G 

显示分辨率 1024*768 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以上 （简体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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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S2000 仪表配置软件界⾯如图6-1 所示，它提供了 DTS2000 仪表内部配置诸如设备 

参数 、⽹络参数 、通道参数 、温度修正， 曲线显示等功能。 
 

A  
 
 
 
 
 
 
 
 
 
 
 
 
 
 
 

E 
 

图6-1  仪表配置界⾯ 
 

A： 菜单区 
 

主要提供系统设置、开始结束测量， 选择视图功能。 
 

B： ⼯具栏 

 

主要实现仪表连接、启动和关闭测量、记录数据、曲线视图选择等功能。 
 

C： 设备栏 
 

显示连接仪表的结构 、启⽤通道的情况， 此外还提供仪表和通道参数设置、 

曲线修正， 温度标定等功能。 
 

D： 曲线展示区 

B    

 
  

 

 

D 
C 



 

13/ 37 

 

主要是实现显示温度曲线 、原始曲线、A/S 曲线的显示和查询功能。 
 

E： 信息栏， 
 

主要记载软件通信和交互信息。 
 

 

6.3.1   
 

  
 

进⼊配置程序， ⽤户类型选择⼚家维护， 登录密码为 welcome， 可进⼊全功 

能模式参数调试界⾯， 如图6-2所示。 
 

 

 

 

                                     图6-2   登陆界面 

系统菜单主要实现了设置事件等级和退出仪表配置软件的功能，系统菜单下 

拉菜单如图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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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系统菜单 
 

  
 

“事件等级”表示系统运⾏过程中会打印什么样的消息，软件中事件等级分为 

3 个级别， 级别从低到⾼分别为：“调试信息” 、“⼀般信息” 、“报警信息”。事件等级 

设置得越低， 系统中打印的消息越多， 等级设置得越⾼， 系统打印的消息越少。 

点击“系统”菜单下的“事件等级“⼦菜单， 如图6-4所示。可以在出现的菜单中 

设置软件的事件等级。 

 

图6-4  事件等级 
 

  
 

选择“退出”⼦菜单后， 当前配置界⾯将会被关闭， 所示， 点击“是”或“否”按 

钮来退出或留在配置界⾯ 。注意，若已经设置了“启动设置”，在关闭配置界⾯后， 

会回到测量界⾯ 。 



 

15/ 37 

 

 

图6-5   退出提示 
 

6.3.2   
 

测量菜单主要功能包括连接仪表、开始测量和停⽌测量，测量菜单下拉菜单 

如图6-6 所示。 

 

图6-6  测量菜单 
 

    
 

连接仪表是进⾏仪表配置的⾸要步骤。点击“连接仪表“ 菜单， 弹出”连 
 

接仪表“对话框， 如图6-7 所示。对话框有两个标签⻚， 分别是“历史连接”和“新的 

连接”。 



 

16/ 37 

 

 

图6-7 连接仪表 

“历史连接”中存放了⽤户历史成功连接的仪表信息，如图6-8所示。若⽤户需 

要连接曾经连接过的仪表， 则需在⻚⾯中选定仪表的 IP 地址后， 点击“确定”即 
 

 
。 

“新的连接”则需要⽤户填⼊⾸次连接仪表的信息，如图  7 所示。⽤户需填⼊ 

仪表的 IP 地址后， 点击“确定”， 即可添加新的仪表。 

 

图6-8 新的连接 

仪表连接成功后将在设备栏出现仪表及其通道的结构信息。如图6-9 所示。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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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成功添加仪表 
 

    
 

当仪表配置好并选中仪表后，“开始测量”⼦菜单会显现 （若没有连接仪表， 

菜单灰掉）， 点击“开始测量”⼦菜单， 软件会开始采集仪表数据， 并在 D. 曲线展 

示区域内绘制曲线。 

注意： ⼯具栏中的  “开始测量”按钮与这⾥的“开始测量”⼦菜单功能相 
 

同， ⽤户也可点击⼯具栏中的按钮开始测量仪表数据。 
 

    
 

当测量开始后，“停⽌测量”⼦菜单会显现 （若没有连接仪表， 菜单灰掉）， 点 

击“停⽌测量”⼦菜单， 软件会停⽌采集仪表数据，  D. 曲线展示区域内也会停⽌ 

绘制曲线。 

注意： ⼯具栏中的  “停⽌测量”按钮与这⾥的“停⽌测量”⼦菜单功能相 

同， ⽤户也可点击⼯具栏中的按钮停⽌测量仪表数据。 
 

6.3.3   
 

视图菜单提供设置软件各个部分窗体隐藏显示的功能， 视图的下拉菜单，如 

图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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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视图菜单 
 

可控制隐藏显示的窗体有： 设备栏、信息栏、温度曲线窗体、原始曲线窗体、 

A/S ⽐值窗体、历史曲线窗体。⽤户可根据勾选或去勾选这些窗体， 来显示和隐 

藏这些窗体。 
 

 

6.4.1   
 

按钮功能如下表： 

 

 

 

图标                                                                   描述 

 

启动测量， 开始接收选定仪表的数据， 并绘制曲线， 操作可 

⻅ 2.1.2.2 节。 

 

开始记录数据， 开始记录接收的仪表数据， 以供查询和存档 
 

需要 

停⽌测量， 停⽌接收选定仪表的数据， 操作可⻅ 2. 1.2.3 节， 

连接仪表， 连接需要配置的 DTS2000 仪表， 操作可⻅ 2. 1.2.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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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档 

 

 

6.4.2   
 

菜单栏上的 ， ⽤户可根据需要勾选需要 
 

显示曲线窗体。 
 

6.4.3   

菜单栏上的 显示仪表机内实时温度。 
 

 

主要实现仪表的添加、编辑、仪表以及通道参数设置、曲线修正， 温度标定 

等功能。 
 

6.5.1   
 

右键点击仪表名称， 会有关于仪表参数设置的菜单出现， 如图6-11 所示。这 

些菜单分别提供： 选中仪表、激光器参数设置、测量参数设置、设备信息和⽹络 

信息参数设置、重新读取仪表信息功能。 

模式设置 

停⽌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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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设置仪表参数 
 

    
 

“激光器参数”界⾯是对设备内部激光器模块参数进⾏读取和设置的访问⻚ 

⾯ 。点击“设置激光器参数”菜单， 将弹出“激光器配置”对话框， 如图6-12 所示。 
 

 

 

图6-12 设置激光器参数 
 

    
 

“设置测量参数”是与 DTS2000 设备运⾏相关的配置参数， 点击“设置测量参数” 

菜单， 将会弹出“测量参数配置⻚⾯”对话框， 如图6-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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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设置测量参数 
 

    
 

点击“设备信息&⽹络参数”菜单， 将会弹出“⽹络参数和设备信息”对话框， 

如图6-14 所示。 
 

 

 

 

 

图6-14 ⽹络参数和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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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中的参数描述如下表所示： 
 

设备信息： 
 

名称                              描述 

 

DTS2000 设备的固件版本号 

 

⽹络参数： 
 

名称                              描述 

 

 
MAC 

 

设备信息是只读的 

 

DTS2000  MAC  

不能修改。若需要获取设备信息  点击 按 

钮， 即可获取设备信息。 

⽹络参数可读可写， 分为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按钮， 获取⽹络信息。 

若需修改⽹络信息， 按格式填⼊后， 点击 
 

若需获取⽹络信息， 可点击 
 

 

按钮， 软件弹出“提 

示“对话框， 如图6-15 所示， 点击”是“按钮即可设置⽹络参数。 
 

 

IP                                  DTS2000  IP  

软件版本 

PN 硬件版本 

DTS2000 设备的软件版本号 

DTS2000 设备出⼚唯⼀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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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写⼊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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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重新读取仪表信息“菜单， 将对 DTS2000 设备发送获取配置请求命令， 收 

到该设备的参数配置信息后， 刷新⻚⾯显示。 
 

    
 

点击“输出设置”菜单， 将会弹出“输出设置”对话框， 如图所示。选择 100M， 

点击关闭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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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右键点击通道名称， 会有关于通道参数设置的菜单出现， 如图6-16 所示。这 

些菜单分别提供： 接头设置、测量⻓度设置、通道参数设置、曲线修正、通道标 

定的功能。 
 

 

 

图6-16  通道菜单 
 

    
 

“通道参数”与测量参数类似， 是 DTS2000 设备内部的配置信息， 这些信息能够 

帮助 DTS2000 设备程序进⾏数据解调 、曲线校正等⼯作。“通道参数”如下表所示： 

名称                                    描述 

 

 

累加次数 累加平均次数， 默认为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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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光强基准点的光强计算平均次数， 默认值： 40 

 

 

默认值： 0.0016 

 

单位:m,⽀持最多 20个插⼊点设置 

 

若需设置通道参数， 点击“通道参数设置”菜单， 进⼊当前通道的“通道配置” 

对话框， 如图6-17 所示。 
 

 

 

 

 

 

 

图6-17  通道参数设置 

 

温度分段修正表 

⻓度 

 

零基准点位置 

零基准点平均点数 

插⼊点位置表 

温度修正系数 

每⾏五列， 分别为分段起始点、修正定标温度、系数A、系数B、预留 

参数。⽀持最多20000组温度分段修正系数 

通道⻓度， 单位:m， 默认值:8000 

后端光强基准点对应的位置， 单位： ⽶， 默认值：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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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曲线修正， 点击“曲线修正⻚⾯”菜单， 进⼊当前通道的“温度修正”对话 

框， 如图6-18所示。 
 

 

图6-18  曲线修正 
 

    
 

若需通道标定， 点击“通道标定设置”菜单， 进⼊当前通道的“定标设置”对话 

框， 如图6-19  通道标定设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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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通道标定设置 

⽤户可按下列定标步骤进⾏通道标定设置： 

1、 取⼀段测试光纤， 记录光纤“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填⼊界⾯中。 

（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跟设备的识别精度有关系， ⽬前填⼊的值等于实际位置 

（单位:⽶） 乘以 2。） 

2、 点击“设置位置”按钮， 把测试光纤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写⼊ 

到设备中。 

3、 点击“读取位置”按钮， 查看设备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是否和 

设置的位置吻合。 

4、 点击“⽐值数据”按钮，得到设备传输过来的数据，显示在⽂本框中， 

同时下⽅的表格中会新增⼀⾏信息， 重复 1-4 的过程， 使表格中⾄少存在两列 

数据。 

5、 在表格控件中“当前温度”列中， 填⼊测试光纤所处的环境温度，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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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获取温度计算系数”按钮， 计算出“温度计算系数”(计算过程 

请查看备注信息)。 

注:“温度计算系数”计算公式： 

 

 

 

 

 

 

曲线展示区显示的分别是温度曲线 、原始曲线和 A/S 曲线， 当测量开始后， 

三种曲线可通过 标签⻚的切换查看。 
 

6.6.1   
 

温度曲线位于标签⻚的第⼀⻚， 如图6-20 所示。⻚⾯分为上下两部分： ⼯具 

栏 、曲线绘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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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温度曲线 
 

        
 

⼯具栏功能描述⻅下表： 
 

 

图标                                                                          描述 
 

 

可调整曲线横坐标单位⻓度， 单位为⽶。 
 

 

可调整当前曲线控件轮询的通道。 
 

 

      
 

图6-21 显示的是曲线绘制区域， 通道的温度曲线在坐标轴上绘制。 

 

可调整曲线纵坐标单位⻓度， 单位为摄⽒度。 

 

可调整曲线坐标纵轴的最⼤最⼩值范围， 单位为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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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曲线绘制 

为了⽅便⽤户更好的观察曲线， 软件提供了下列操作： 
 

1.   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距离和温度。 

2.    ⿏标在坐标轴上移动， 浮标显示的是， ⿏标与曲线相 

交的位置和温度。 
 

3.    曲线缩放、平移操作。 
 

4.   放⼤操作： 滚轮向上滚动。 
 

5.   快捷放⼤操作：“Shift“+”⿏标左键“ 

 

6.    缩⼩操作： 滚轮向下滚动。 
 

7.   快捷缩⼩操作：“Alt“+”⿏标左键“ 

 

8.    平移曲线：在放⼤曲线横轴出现滚动条以后， 按住⿏标左键不动，进⾏左右拖动。 
 

9.   在绘制区域点击⿏标右键，会弹出浮标显示菜单，根据菜单可设定浮标的显示位 

置， 如图6-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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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标签位置 
 

6.6.2   
 

原始曲线位于标签⻚的第⼆⻚， 如图6-23 所示。⻚⾯分为上下两部分： ⼯具 

栏 、曲线绘制区。 
 

 

 

图6-23  原始曲线 
 

  
 

⼯具栏功能描述⻅下： 
 

 

图标                                             描述 
 

 可调整曲线坐标纵轴的最⼤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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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曲线横坐标单位⻓度， 单位 

为⽶。 
 

 

可调整当前曲线控件轮询的通道 
 

 

  
 

图6-24 显示的是曲线绘制区域， ⼀个通道的光功率曲线在坐标轴上绘制。 

 

图6-24  原始曲线绘制区域 

为了⽅便⽤户更好的观察曲线， 软件提供了下列操作： 
 

1.   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距离和光功率。 
 

2.    蓝⾊曲线和红⾊曲线分别表示 Antistokes 曲线和 Stokes 曲线 

 

可调整曲线纵坐标单位⻓度， 单位 

为dBm。 

范围， 单位为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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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在坐标轴上移动， 浮标显示的是， ⿏标与曲线相交的位置 

和光功率。 
 

4.    ⿏标移动到绘制区域， 滚动滑轮， 曲线可以放⼤缩⼩。 
 

5.   在绘制区域点击⿏标右键，会弹出浮标显示菜单，根据菜单可设定浮标的显示位 

置， 如图6-25所示。 

 

 

图6-25 标签位置 

6.6.3  A/S  
 

A/S 曲线位于标签⻚的第三⻚， 如图6-26 所示。⻚⾯分为上下两部分： ⼯具 

栏 、曲线绘制区。 
 

 

 

                                    图6-26       A/S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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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栏功能描述⻅下表： 
 

 

图标                                                                        描述 
 

 

可调整曲线横坐标单位⻓度， 单位为⽶ 
 

 

可调整当前曲线控件轮询的通道 
 

 

        
 

       图6-27  显示的是曲线绘制区域， ⼀个通道的 A/S 曲线在坐标轴上绘制。 

 

       图6-27  A/S 曲线绘制区 

 

1.   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距离和A/S ⽐值。 
 

2.    ⿏标在坐标轴上移动， 浮标显示的是， ⿏标与曲线相交的 

 

可调整曲线纵坐标单位⻓度 

 

可调整曲线坐标纵轴的最⼤最⼩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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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A/S ⽐值。 
 

3.    ⿏标移动到绘制区域， 滚动滑轮， 曲线可以放⼤缩⼩。 
 

4.   在绘制区域点击⿏标右键，会弹出浮标显示菜单，根据菜单可设定浮标的显示位 

置， 如图6-28 所示。 

 

 

       图6-28   标签位置 

 

 

信息栏提供显示系统通信状态和记录事件⽇志的功能， 如 图6-29 所示。 
 

 

       图6-29   信息显示 



 

36/ 37 

 

 

 
 

 

 

 

 

 

 

  
 

 km   ns  (mA)  kHz   

4 20 54 15 
 

10 50 52 7 
 

20 150 50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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