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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格曼测烟望远镜

JC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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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感谢您使用青岛创仪环境检测设备有限公司的仪器，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操作，在使

用仪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JCP-HD型林格曼黑度计是利用林格曼烟气浓度图测量烟气黑度等级的仪器。它把各

国通用的标准林格曼烟气浓度图缩制在一块玻璃上，将其与从望远镜上观测到的实际烟

气相对比，从而确定烟气的黑度等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将数码照相机固定在仪器

上拍照以记录观测结果。它具有测试快速、简单、准备度高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各地

的环境保护部门和各工矿企业的烟气黑度测定。

二、仪器用途和特点

2.1 仪器的用途

JCP-HD 型林格曼黑度计用于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和各工矿企业对烟气黑度的测

定。

2.2 仪器的特点

1 测量距离较远

2 清晰度高，准确度高

3 可使用数码相机，便与拍照，可将结果记录下来

4 仪器使用简单方便，一般工作人员即可操作

三、技术指标及规格

1．望远镜视角放大率 15 倍

2．望远镜观测距离 10～1000 米

3．物镜通光孔径 70 毫米

4．林格曼黑度等级 0～5.0 级

5．观测误差不大于 0.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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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划面摄像倍率 2倍

7．仪器尺寸：（600×105×105）mm

四、 结构原理

4.1 结构与安装

4.1.1 仪器结构

整个仪器分三部分：1.望远镜 2.三角架 分别如图所示：

1.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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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角架

图 2

4.1.2 仪器安装

1首先要把三角架展开并固定好

2把望远镜架在三角架上并固定在云台上如图 4所示

图 4

将望远镜放在云台上（望远镜镜头方向如图箭头所示）通过镙钮将望远镜和云台固

定在一起，一定要将镙钮拧紧，防止掉落。

3 调整和固定望远镜

固定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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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通过把手可以上下调整望远镜的角度。

注意：调整好后将把手拧紧以固定好望远镜，以防望远镜掉落。

调节旋钮可以调节目镜使观察的图像清晰。

物镜处有个外罩，可以前后拉动，能适当的遮光，使观察的图像更加清晰。

4.2 原理

4.2.1 林格曼烟气浓度图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是十九世纪末法国的林格曼（Ringelmann）研制出来的。在进行

烟气观测时，把图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上，使图上的黑度与烟气的黑度相比较，凭视觉进

行评价。林格曼图有多种规格，通用的形式是由 14cm×21cm 的黑度不同的 6 块图片组

成。除全白与全黑两块外，其它 4 块是在白色背底上画上不同宽度的黑色条格。

根据黑色条格在整个色块中所占的面积的百分数分成 0 至 5 的林格曼级数。0 级

是全白，5 级是全黑，1 级是黑色条格占整块面积的 20%，2 级占 40%，依次类推，其

特点见图 9：

0 级（0%） 1 级（20%） 2 级（40%） 3 级（60%） 4 级（80%） 5 级（100%）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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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光路系统原理

物镜将烟气的像成在带有林格曼图的玻璃上，人眼通过目镜看到由林格曼图和烟

气组成的像，通过烟气的黑度和林格曼图上的浓度图相比较就能得到结果。用照相机时，

照相机通过目镜把人眼所看到的林格曼图及烟气的合成像拍摄下来。

五、 使用方法

5.1 安装仪器

1.用眼观察

参照说明书 4.1.2 所述将仪器组装起来，将望远镜物镜上的防护盖拿掉，并对准烟

囱。

2.用照相机观察

如需使用照相机参照说明书 4.1.2 中的第 4步所述将照相机固定在目镜上。按提示

将照相机移动至与目镜紧密接触，可防止照相时漏光。

5.2 调节目镜

观察时使眼睛距离观察孔 2-3cm，调节目镜，直到能观察到五级林格曼网格图，零

级林格曼图就是网格黑度板的透明背景。对准烟囱，再次调节目镜，使被测目标在林格

曼网格图旁成清晰图像，一切就绪后便可以进行烟尘监测工作。

5.3 观测位置和条件

应该在白天进行观测；观察者的视线应尽量与烟羽飘动的方向垂直；观察烟气黑

度力求在比较均匀的天空光照下进行；观察排气的仰视角尽可能低，应尽量避免在过于

陡峭的角度下观察。

5.4 观测方法

观察烟气的部位应选择在烟气黑度最大的地方，该部位应没有冷凝水蒸汽存在。

观察时，将烟囱排出烟气的黑度与林格曼烟气黑度图进行比较，记下烟气的林格曼级数。

如烟气黑度处于两个林格曼级之间，可估计一个 0.5 或 0.25 林格曼级数。连续观测烟

气黑度的时间不少于 30min，每分钟观测 4 次。观察者不宜一直盯着烟气观测，而应看

几秒钟然后停几秒钟，每次观测（包括观看和间歇时间）约 15s，连续观测烟气黑度的

时间不少于 30min。观察烟气宜在比较均匀的天空照明下进行。如在阴霾的情况下观察，

由于天空背景较暗，在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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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根据经验取稍偏低的级数。

5.5 记录

1 现场情况记录

观察者应按现场观测数据记录表格（附表 1）的要求，填写观测日期、被测单位、

设备名称、净化设施等内容，并将观测点到烟囱的大致距离、烟囱所在的方向、风向和

风速，天空情况（是否有云及云

的颜色）以及烟羽背景的情况逐一填入表内。

2 现场观测记录

烟气黑度的观测值，每次观测 15s 记录一个读数，填入观测记录表格（附录 B）。

每个读数都应反映 15s 内黑度的平均值。连续观测烟气黑度的时间不少于 30min，在此

期间进行 120 次观测，记录 120 个读数。对于烟气非常稳定的污染源，可酌情减少观

测频次，每分钟观测 2 次，连续观测 30 分钟，在此期间进行 60 次观测，记录 60 个读

数。

5.6 计算

1 按林格曼黑度级别将观测值分级，分别统计每一黑度级别出现的累计次数和时间。

2 按以下原则确定烟气黑度级别：

1 林格曼黑度5级：30分钟内出现5级林格曼黑度时，烟气的林格曼黑度按5级计。

2 林格曼黑度4级：30分钟内出现4级及以上林格曼黑度的累计时间超过2分钟时，

烟气的林格曼黑度按4级计。

3 林格曼黑度3级：30分钟内出现3级及以上林格曼黑度的累计时间超过2分钟时，

烟气的林格曼黑度按3级计。

4 林格曼黑度2级：30分钟内出现2级及以上林格曼黑度的累计时间超过2分钟 时，

烟气的林格曼黑度按2级计。

5 林格曼黑度1级：30分钟内出现1级及以上林格曼黑度的累计时间超过2分钟时，

烟气的林格曼黑度按1级计。

6 林格曼黑度﹤1级：30分钟内出现小于1级林格曼黑度的累计时间超过28钟时，烟

气的林格曼黑度按﹤1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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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项

1.仪器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镜片表面，镜片上的灰尘可用洗耳球吹气拂去；也可以

用干净毛笔或洁净软布拭去。若有油渍，可用棉花沾少许酒精，乙醚揩拭，并注意保护

镜片表面不被擦伤。

2.仪器固定好后要将各镙丝拧紧，防止仪器掉落。

3.照相机安装要固定好以防止漏光使照相失败。

4.仪器使用完毕后将其按原来的样子拆成三部分，并放回包里。

5.仪器应保存在干燥、清洁场所，避免灰尘，潮湿和腐蚀性气体。

5.雨天禁止使用。

6.如有问题请与我公司联系，切勿自己打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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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黑度观测记录表

被测单位： 观测日期：

设备名称： 净化设施：

秒

分

0 15 30 45

观测点位置与观测条件

烟囱距离_____M;烟囱所在方向__________

烟囱高度_____M烟囱出口形状__________

天气状况：□睛、□少云、□多云、□阴；

风向_______________；风速__________m/s;

背景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观测时间：

_____时_____分 开始；_____时_____分 结束。

观测值累计次数及时间

5级：_____次 累计时间__________分钟；

4级：_____次 累计时间__________分钟；

3级：_____次 累计时间__________分钟；

2级：_____次 累计时间__________分钟；

1级：_____次 累计时间__________分钟；

0级：_____次 累计时间__________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



青岛创仪环境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10

装箱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主机 台 1

2 三脚支架 副 1

3 目镜 个 1

4 45°正像镜 个 1

5 合格证 份 1

6 说明书 份 1

7 装箱单 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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