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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1.1 产品介绍

FC-CO-5000 型长寿命一氧化碳传感器基于微型燃料电池原

理进行检测，当环境中有一氧化碳气体存在时，气体分子

通过自然扩散以及浓差极化的方式快速到达传感器中核心

检测单元，并在工作电极发生氧化反应，环境中的氧气在

传感器的对电极发生还原反应，形成反应的闭环性，所产

生的电流与环境中的一氧化碳气体浓度成正比，通过检测

生成的电流的大小可以准确定量环境中的一氧化碳气体含量。

1.2 特 点

*0 功耗 *响应迅速 *高精度 *抗干扰

*抗中毒 *温度范围宽 *使用寿命长 *优异的重复性和稳定性

1.3 典型应用

*锂电池安全监测; *工业安全环境; *消防安全领域

1.4 基本电路

图 1 基本测试电路图

图 1 所示为 FC-CO-5000 传感器的基本测试电路。传感器产生的微电流，由运算放大器

与电阻(R4)进行整合后，将其转化为传感器输出电压(Vout)，Vout 随着一氧化碳浓度的升

高而增加。为了使传感器断电上电后能迅速稳定，建议增加一个防极化的 JFET。

表 1 不同量程传感器配套使用的电阻电容选型表

测量范围 灵敏度 S nA/ppm R4 C1

一氧化碳传感器

FC-CO-1000 1±0.5 1Mohm 10uF

FC-CO-2000 1±0.5 500K 10uF

FC-CO-5000 1±0.5 200K 10uF



FC-CO-5000型一氧化碳传感器技术手册

5

IC：TP5552（或其他失调电压为微伏级的运放）

1.5 结构尺寸

注：1 所有尺寸以 mm 为单位

1.6 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参数

原理 微型燃料电池

量程 0-5000ppm

最大过载 10000ppm

灵敏度 1±0.5(nA/ppm)

响应时间 ＜30 秒

检测精度（25±3℃） ±3%FS

重复性 3%

输出线性度 线性

工作温度范围 -40℃～70℃

工作压力范围 标准大气压±10％

工作湿度范围 10％－90％（非凝结）

使用寿命 10 年（正常使用）

质保期 12 个月

重量 3g

有机硅中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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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机械强度

传感器样品按照 UL2034 所规定的条件进行了相关测试，具体测试条件为：

震动：垂直振幅 0.25mm，频率 35Hz，方向 x、y、z，时间 4小时

跌落：高度 2.1 米，重复 5次

结果表明:传感器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可以满足 UL2034 关于传感器机械强度方面的要求。

1.8 基本性能测试

1.8.1 电流测试

将 15 套传感器置于测试体系内，获取洁净空气下零点电流值 I0，通入 500ppm 一氧化

碳标准气体，记录当前状态下的电流值 I1，△I=I1-I0

表 2 传感器灵敏度记录表

传感器编号 I0/nA ΔI/nA S(nA/ppm) T90/S

P1 -3 538 1.077 24

P2 0 592 1.183 24

P3 2 389 0.778 24

P4 -2 380 0.760 24

P5 -2 508 1.015 27

P6 1 554 1.107 27

P7 -3 413 0.826 24

P8 1 430 0.860 25

P9 -2 409 0.817 28

P10 0 408 0.817 24

P11 -1 381 1.016 24

P12 2 380 1.013 28

P13 2 394 1.052 27

P14 0 376 1.002 27

P15 1 356 0.948 28

1.8.2 响应-恢复时间

图 2 所示为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和恢复时间。测试时将传感器置于测试体系内，在洁净空

1000ppm 酒精输出 ＜1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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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读取数据 5min，通入 500ppm 一氧化碳标准气体 5min，置换为洁净空气中 5min，获得

传感器响应时间和恢复时间曲线。由图可见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在 30 秒以内，恢复时间在 60

秒以内，可以满足 UL2034 中的要求。

图 2 响应-恢复时间

1.8.3 线性

将 10 套传感器置于测试体系内，测试传感器对不同浓度一氧化碳气体的响应情况，记录过

程数据和图形。

表 3 线性表

浓度

/ppm

传感器编号

P21 P22 P23 P24 P25 P26 P27 P28 P29 P30

I/uA I/uA I/uA I/uA I/uA I/uA I/uA I/uA I/uA I/uA

0 0.001 0.000 0.002 -0.001 -0.001 0.003 0.002 0.001 0.000 -0.002

200 0.224 0.200 0.194 0.198 0.216 0.236 0.229 0.233 0.234 0.240

400 0.447 0.403 0.389 0.399 0.432 0.472 0.460 0.467 0.468 0.480

600 0.657 0.597 0.576 0.591 0.641 0.696 0.679 0.688 0.691 0.708

800 0.862 0.792 0.764 0.784 0.849 0.910 0.893 0.899 0.910 0.934

1000 1.075 0.991 0.956 0.982 1.055 1.127 1.110 1.116 1.134 1.163

3000 3.309 3.244 3.003 3.212 3.305 3.311 3.308 3.310 3.271 3.355

5000 5.509 5.264 5.003 5.212 5.505 5.511 5.508 5.510 5.448 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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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叠加图

图 4 满量程线性图

1.8.4 气体响应特性

图 5 和表 4所示为将传感器置于测试体系内，测试传感器对不同浓度一氧化碳气体的响

应情况。结果表明，传感器具有非常好的线性度，其响应时间 T90 小于 30S，恢复时间 T10

小于 60S，可以满足 UL2034 中的要求。

表 4 传感器在不同浓度下的响应情况

C/ppm I0/uA ΔI/uA T90/S T10/S

30 0.001 0.032 15 23

70 0.002 0.073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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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0.001 0.154 15 31

400 0.000 0.418 10 30

1000 0.003 1.009 15 31

3000 0.001 2.923 23 37

5000 -0.002 4.997 23 37

图 5 传感器响应特性

1.8.5 重复性

表 5 和图 6 所示为将传感器多次重复置于 500ppm 一氧化碳气体环境中的响应情况，测试时

将传感器放置在洁净空气中读取数据 5min，随后通入 500ppm 一氧化碳标准气体 5min，置换

为洁净空气中 5min，重复上述操作 4 次，测试结果表明标准偏差小于±5%，重复性好。

表 5 传感器重复性测试结果

1# 2# 3# 4#

ΔI1/uA ΔI2/uA ΔI3/uA ΔI4/uA

第 1 次 0.514 0.546 0.537 0.534

第 2 次 0.515 0.543 0.536 0.536

第 3 次 0.511 0.542 0.535 0.530

第 4 次 0.514 0.545 0.537 0.533

标准偏差 0.2% 0.2%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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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传感器对 500ppm 一氧化碳的重复性测试

1.8.6 灵敏度测试

图 7 是按照 UL2034 标准中《灵敏度测试》进行的相关实验，标准要求将传感器置于 20℃

&40%RH 环境中，按表 6 依次暴露于不同浓度一氧化碳气体环境中不同时间，暴露前中后按

照 UL2034 约定的方法测试传感器的灵敏度。

表 6 传感器暴露的浓度及相应时间

序号 浓度/ppm 暴露时间/min

1 30 900

2 70 240

3 150 90

4 4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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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灵敏度试验前中后测试

1.8.7 开路和短路影响

将传感器进行短路和开路放置，在两种状态下储存 6 个月以上。测试传感器在短路和开

路储存后接到测试体系，立即采集在洁净空气中输出电流的初始值，记录变化过程，获取达

到稳定输出所用的时间，见图 8。结果表明，在短路状态下存储的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很快

达到稳定状态，而开路存储的传感器输出电流变化较缓慢，故建议，开路状态下存储的传感

器，在装配到含有防极化电路的电路板时，建议稳定 30min 以上。如果没有设置防极化电路，

电路板通电后至少等待 1小时。

图 8 储存过程中短路和开路的影响

1.8.8 正常操作测试

图 9 所示为按照 UL2034 标准中《正常操作测试》进行的相关测试，标准要求将传感器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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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40%RH 条件下的 600ppm 一氧化碳中 12 小时，记录试验前中后传感器对一氧化碳的

响应数据。试验结果表明，该传感器不受高浓度一氧化碳的影响。

图 9 正常操作测试

1.9 可靠性测试

1.9.1 干扰气体测试

1.9.1.1 干扰气体响应值

表 7 为其他气体对传感器的交叉干扰数据。

表 7 传感器干扰数据

序号
干扰气体

干扰气体浓度

（ppm）
一氧化碳等量浓度（ppm）

1 氢气 1000 ＜300

2 甲烷 1000 ＜30

3 乙醇 1000 ＜10

4 HMDS（有机硅蒸汽） 1000 ＜20

5 甲苯 1000 0

6 异丙醇 1000 ＜30

7 氟利昂 R22 1000 ＜30

8 丙酮 AD-1 1000 0

9 三氯乙烷 1000 0

10 氨气 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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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乙烯 200 ＜100

12 乙酸乙酯 200 0

13 乙炔 200 ＜400

14 甲醛 200 ＜30

注意：本表中的数据为典型值，不宜作为干扰气体交叉校正的基准。所测数据为传感器在干

扰气体中暴露 5min 的数据，对于某些气体，暴露时间更长的话，响应值会有所不同。

1.9.1.2 干扰气体耐久性测试

图 10 所示为按照 UL2034 的约定对传感器进行各种干扰气体的干扰耐久性测试。测试过程如

下：将传感器置于图 10 所示的各种气体中 2 小时，然后移出到新鲜空气中 1 小时，之后再

将传感器置于下一个气体环境中，重复上述操作，测试顺序如图 10 所示，从 30ppm 一氧化

碳开始，到 30ppm 一氧化碳结束。

图11为传感器在按照UL2034约定的方法进行干扰耐久试验前和试验后测试一氧化碳的响应

性能，由图可见传感器在试验前和试验后表现出了优异的重复性，传感器的检测性能未受所

测试干扰气体的影响，传感器可以满足 UL2034 中关于干扰耐久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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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干扰气体试验前后测试变化

1.9.2 防腐性测试

图 12 所示是传感器的耐腐蚀性测试，测试时将传感器置于 1ppm 硫化氢中密封存储 4 周。记

录试验前后传感器的响应情况。测试结果表明，该传感器不受 1ppm 硫化氢的影响，且在试

验过程中传感器外壳未出现任何被腐蚀的迹象，具有良好的防腐耐久性。

图 12 防腐性测试前后变化

1.9.3 长期稳定性

图 13 和 14 是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测试。被测试传感器在短接状态下放置在厨房环境中进行

存储，定期测试传感器对 500ppm 一氧化碳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传感器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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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长期运行零点变化

图 14 长期运行灵敏度变化

1.9.4 误报警测试

图 15 所示为按照 UL2034 中《稳定性试验》进行的相关测试，标准中要求将传感器持续放在

30ppm 一氧化碳中 30 天，测试试验前后传感器对一氧化碳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传感器

不会因为持续暴露于低浓度一氧化碳中而发生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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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误报警测试

1.10 环境实验

1.10.1 温度影响

图 16 所示为传感器在湿度为 50%RH 的环境中受温度的影响情况，测试时将传感器置于测试

体系内，控制测试体系内的湿度为 50%RH，每隔 5℃测试一组数据，每个温度点平衡 4h，所

用气体为 500ppm 一氧化碳标准气体，通过数据解析，获取传感器的温度补偿系数。

特别说明：该补偿曲线是很多只传感器的平均补偿方案，要想获得精确补偿请针对每只

传感器进行单独温度测试以获得准确补偿系数。

I:传感器在各种温度下 500ppm 一氧化碳气体中的输出电流；

I0:传感器在 20℃&50%RH 下 500ppm 一氧化碳气体中的输出电流；

表 8 传感器温度补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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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传感器温度补偿系数图示

1.10.2 湿度影响

图 17 所示是传感器受湿度影响的情况，测试时取 20℃和 50℃这两个典型温度为代表，测试

在这两个温度下传感器在不同湿度下的性能，具体条件见表 9，测试时将传感器置于测试体

系内，控制测试体系的温湿度满足表 9的要求。

表 9 实验条件

温度/℃ 湿度 温度/℃ 湿度

20 10%RH 50 10%RH

50%RH 50%RH

95%RH 95%RH

I:传感器在各种温度湿度下 500ppm 一氧化碳气体中的输出电流

I0:传感器在 20℃&50%RH 下 500ppm 一氧化碳环境中的输出电流

图 17 湿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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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传感器在不同温度下受湿度的影响较小。

1.10.3 不同环境温度测试

不同环境温度测试是为了验证传感器对高温和低温的承受能力，按 UL2034 中相关章节进行。

1.10.3.1 高低温运行测试

将传感器分别在表10中规定的环境中暴露4小时后按照UL2034的要求进行一氧化碳响应测

试。由结果可见尽管将传感器暴露于不同的温湿度条件下，但是湿度对传感器没有影响。

表 10 传感器高低温运行试验环境控制表

温度/℃ 湿度%RH

-10 50%

0 15%

20 50%

35 50%

49 40%

图 18 高低温运行试验

1.10.3.2 运输及存储的影响

图 19 所示为按照 UL2034 进行的运输和存储的试验，标准要求将短路状态下的传感器置于

70℃环境下 24 小时，然后室温冷却 1小时，再放入-40℃环境下 3 小时，随后取出在室温下

放置 3小时。测试试验前后传感器的气体响应情况，结果表明传感器可以满足 UL2034 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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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运输和储存试验前后变化

1.10.3.3 温度循环测试

图 20 所示为按照 UL2034 中《稳定性试验》的要求将传感器置于 0℃&100%RH 和 49℃&40%RH

的环境中循环暴露 10 次，每个环境放置 1 小时。测试试验前后传感器的响应情况。结果表

明传感器不受试验中的极端温湿度条件的影响。

图 20 温度循环试验前后变化

2.电路设计

2.1 典型应用电路

以下所示为传感器典型应用电路，该传感器属于燃料电池电化学型气体传感器，在接触

到一氧化碳气体时会产生 nA 级微电流信号，所产生的微电流信号与一氧化碳气体浓度成正

比。由于电流信号较小，为了能够有效检测，需要将传感器的微电流经过放大、滤噪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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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转换为电压输出。在使用此电路时，如果采用 3.3 伏供电，传感器在洁净空气中的零点典

型 Vout 值为 0.148V，当一氧化碳浓度增加时输出电压 Vout 会上升，通过这个上升值可以

计算得出一氧化碳气体浓度值。

图 21 典型应用电路

2.2 设定参比电压 Vref

由于燃料电池型气体传感器在洁净空气中的零点电流值存在一定比例的负值，检测小于 0

的电流的电路比较复杂，为此针对行业应用特点以及该传感器零点电流的极限值将 Vref 设

定在 0.148V，这样既可以尽可能多的提高电路的信号分辨率，也可以有效覆盖掉可能的小

于 0 的零点电流。

2.3 防极化电路

对于燃料电池型传感器，当传感器处于开路状态时电荷将在工作电极上积累，产生极化效应，

当正负极重新连接之后工作电极上积累的电荷需要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此过程称为去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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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图 8所示，对于处于开路状态的传感器当正负极连接之后需要 30-60 分钟的时间来完

成去极化过程。而正负极之间处于连接状态的传感器由于没有极化效应，上电后可以快速进

入工作状态，为此推荐使用图 21 中所示的 P 型 JFET 来防止传感器在开路时产生极化，从

而在主机上电后可以快速进入检测状态。

2.4 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如图 21 所示，传感器输出电流被转化为电压。Vout 可通过下述式子进行表述：

Vout =(S*C+I0)/1000000000*R+Vref

Vout：输出电压，单位为 V

S：传感器的灵敏度，单位为 nA/ppm

C：环境中一氧化碳浓度值，单位为 ppm

I0：传感器的零点电流值，单位为 nA

R：放大电阻值，单位为欧

Vref：电路的基准电压值，单位为 V，采用 3.3 伏供电时为 0.148

当采用其他电压供电时，电路的基准电压按以下公式计算：

Vref=VCC2*(R3/(R5+R3))

2.5 放大倍数

由于传感器的输出电流为 nA 级的微电流，必须将电流放大后才能达到有效的分辨率，具体

放大倍数（放大电阻的取值）取决于待测一氧化碳气体的浓度范围、传感器的灵敏度、传感

器的温度系数、所选用的 MCU、期望达到的检测精度以及对性价比的要求。放大电阻阻值可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R =（Vmax -Vref）/（Smax×T× Cmax）

此处：Vmax ： Cmax 时的电压值，采用 3.3v 供电时为 3.3

Vref ： 基准电压值 ，采用 3.3v 供电时为 0.148

Smax ： 传感器的最大灵敏度值（nA/ppm），本传感器为 1.5

T ： 传感器的温度系数，取决于可能出现的最高环境温度，具体见表 7，以

60 度为例，该值为 1.31

Cmax ： 一氧化碳探测范围的上限值（ppm）

当最大检测范围为 1000ppm 时，放大电阻的取值为：

R=（3.3-0.148）/（1.5/1000000000*1.31*1000）= 1.6M

也就是在该检测需求中放大电阻最大可以选择 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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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运放的选择

建议采用失调电压为微伏级的运放，特别推荐 3PEAK 的 TP5552，如果采用失调电压为毫伏

级的运放，可能造成部分环境中的噪声被同步放大，导致出现检测电路的底噪很大降低分辨

率的现象，甚至会出现在洁净空气中底噪达到电路满量程输出而丧失检测功能的现象。

2.7 电路滤噪

由于传感器产生的是 nA 级的微电流，为了达到有效的检测，电路设计采用了较大的放大倍

数，在有效电流信号被放大的同时噪声必然会被同步放大，为此需要对电路采取一定的滤噪

手段来获得较好的信噪比。可采用电压跟随电路和增大图 21 中的电容 C1 的值等方法。图

21 中的电路已经采用电压跟随技术，对于采用某一固定放大倍数时提高 C1 的值可以有效减

小噪声，但是会大大减慢反应速度，从而增加响应时间的值，为此在设计电路时需要根据具

体检测精度的要求来选择 C1 和 R4 的值以确保获得最佳检测效果。同时滤噪效果以及响应时

间还和所选择的运放有关，即使采用相同的 C1 和 R4，采用不同的运放时响应时间和噪声也

会差别非常大，具体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选用 TP5552 为运放时，放大电阻 R4 从 100K

到 1M & C1 从 10nf 到 10uf 的范围内对响应时间的影响都可以忽略，建议选用 10uf 电容以

达到有效滤噪的效果。

2.8 传感器负冲现象

燃料电池型气体传感器在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体中时，会出现对电极接触到过多待测气体

的现象，在将传感器置换到洁净空气中后对电极的气体由于结构限制无法快速释放掉，只能

靠电极自己消耗掉，这样会出现传感器的输出电流远低于洁净空气中的零点电流的现象，被

称为负冲。EN50291 中有规定将传感器置于 5000ppm 一氧化碳环境中 15 分钟，置换到洁净

空气中 1 小时后检测基本报警功能。该项测试主要是针对传感器的负冲现象的，如果传感器

负冲严重将无法通过该项测试。我司传感器在电极制备技术上采用了专用的防负冲技术，可

以有效减小高浓度后传感器的负冲现象，从而无需在电路上做特殊处理即可以通过 EN50291

的 5000ppm 测试。

2.9 自诊断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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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传感器电路示意图

自诊断检测是 UL2034 标准所要求的一项安全措施，通过测试传感器的电容来检测一氧

化碳传感器是否失效。该方法主要适合于传感器断路、短路以及灵敏度彻底丧失的情况。（注

意：此处灵敏度丧失，不包括透气孔堵塞造成的无法进气情况）

检测步骤如下：

1）将电压检测设备（万用表/示波器）连接至 VOUT 端与 GND 之间，检测其电压变化；

2）拉高 SELFTEST 端电压至 3.3v 持续 5 秒，然后初始化为原始值（低电位：GND）；

3）数据记录并观察电压变化曲线 。

自诊断测试结果（示例）：

示例为室温条件下放大电阻为 460K 时的典型值.

传感器正常：

Vout 先下降至接近 GND 电位，再上升。SELFTEST 端初

始化为原始值（低电位：GND）后，Vout 恢复初始值（Vref）

传感器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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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ut 先下降至接近 GND 电位，再恢复其短路状态下

的初始值；

传感器断路：

Vout ≈ Vref

注意：

（1）请勿在存在干扰气体的情况下进行自诊断；

（2）自诊断时间请勿超过 10 秒，建议 5S；

（3）阈值判断与放大电阻阻值设置和传感器个体差

异有关，需根据实际电路测试结果设定阈值的判断标

准；

（4）设置自诊断模式之间的时间间隔时，应考虑传

感器的恢复时间。如果在传感器恢复到初始电平之前

启动自诊断，有可能损坏传感器；

（5）图22所示电路的自诊断Vout 的采样间隔（100ms

±50），否则会造成数据丢失，图像不清晰。客户应根据自己的实际电路，进行测试验证。

2.10 灵敏度漂移

电化学类传感器由于在使用过程中接触到的气体成分很复杂，某些大分子反应气或者反应中

间产物以及环境中的灰尘之类的可能会覆盖住部分催化剂的活性点，从而造成传感器的灵敏

度出现缓慢漂移或者衰减，建议每年对传感器的灵敏度按照 3%进行补偿。

3.传感器的校准

在使用该传感器时强烈建议针对每只传感器进行校准以获得最佳的检测精度，选用灵敏度均

值进行批量校准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会严重影响检测精度，可能导致测试不通过，严重的将

危及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对传感器进行校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须同时

记录传感器在洁净空气中的零点电流值以及在一定浓度一氧化碳气体环境中的灵敏度值来

进行标定：

3.1 用一氧化碳气体校准

1）将传感器放置在合适的气室内

2）采集传感器在洁净空气中的输出值，具体时间以传感器去极化状态而定，待输出稳定

后记录传感器的输出值 I0，单位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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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气室内通一定浓度的一氧化碳气体

4）在传感器输出稳定后（例如 3 ~ 4 分钟），测量传感器输出值 I1，单位 nA

5）计算传感器灵敏度 S

S = （I1 - I0）/C， 单位 nA/ppm

在上式中，C为校准所使用的一氧化碳气体浓度，单位为 ppm

由于温度会影响传感器的灵敏度，在校准过程中需要保持环境温度的稳定。

3.2 用传感器二维码校准

每只传感器在出厂前已经用一氧化碳气体进行了校准，校准温度为 25±2℃，并且已经将校

准数据固化在传感器身上镭雕的二维码内，通过扫码可以获得传感器的出厂校准信息，将该

信息写入到主机的嵌入式软件中就可以完成主机的校准。

注意：由于传感器出厂前校准是在传感器完全裸露在校准舱中的条件下完成的，而主机的外

壳会对气流造成一定的阻挡，所以采用二维码数据进行校准时准确性会比用一氧化碳气体直

接对主机进行校准时误差稍大一些。为此对于检测精度要求高的应用强烈建议使用一氧化碳

气体对主机进行标定。

3.2.1 传感器二维码编码规则如下：

CO 2402010001 5 1230 PROSENSE

第一组：CO：表示传感器的种类，CO代表一氧化碳传感器；

第二组：2402010001：十位数字，传感器序列号；

第三组：5：一位符号位（如果是正则省略），一到两位数字，零点电流，单位是 nA，需要

除以 10 得到实际电流值，如示例中零点电流是

5/10=0.5nA

（注：零点电流为负数时，如-11，则为-11/10=-1.1nA）

第四组：1230：三到四位数字，灵敏度，单位是 nA /ppm，需要除以 1000 得到实际灵敏度

值，如示例中灵敏度是（1230/1000=1.23nA/ppm）

第五组：PROSENSE，表示品牌

示例：CO2402010001 5 1230 PROSENSE

3.2.2 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将传感器的出厂校准信息写入主机的嵌入式软件中：

气体 序列号 零点 灵敏度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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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主机上有按键等可以输入的方式，可以在扫码获得校准信息后通过主机上的按

键等写入。

2）通过串口工具将校准信息逐一写入

3）使用我司的批量下发工具，将校准信息批量下发给主机

3.3 温度补偿

在微处理器中，通过表 8和图 16 中所示的补偿系数进行温度补偿。

特别说明：该补偿曲线是很多只传感器的平均补偿方案，要想获得精确补偿请针对每只

传感器进行单独温度测试以获得准确补偿系数。

3.4 一氧化碳浓度的计算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可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环境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值：

C=((Vout-Vref）*1000000000/R-I0)/S1

C：一氧化碳浓度值，单位是 ppm

Vout：电路测量到的输出值，单位 V

Vref：电路的基准电压值，单位 V

R：电路的放大电阻，单位欧

S1：经过温补之后的灵敏度，单位 nA/ppm

I0：传感器的零点电流值，单位为 nA

4.存储

传感器在使用之前应储存在普晟的原始包装袋中，并置于 5~30℃ / 30~80%RH 的环境中进行

保管，应避免结露。

5.电路板焊接

在将传感器焊接到印刷电路板上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在传感器装配到印刷电路板之前，助焊剂须充分干燥，以避免任何由助焊剂蒸汽引起

的传感器的污染。

2)由于传感器出厂时处于开路的状态，这样会引起传感器极化，因此需要将传感器短路

一定的时间，以消除极化的影响。

3)传感器的端面应距离印刷线路板 1.5mm 以上，以保证气体进入传感器的气路通畅，如

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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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传感器与电路板焊接示意图

4)手动焊接建议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铜制焊头温度：360℃

时间：＜5秒。

6.气体测试

在进行气体测试时应选用背景气为空气的混合气体，避免采用氮气为背景气的气体进行测试，

传感器的工作需要氧气参与，当使用背景气为氮气的混合气体时会造成传感器由于缺氧而失

效的现象。

7.注意事项

 传感器应避免接触高浓度有机溶剂/蒸汽和腐蚀性气体。

 传感器应避免存放/使用于多尘、重油污、环境脏乱区域及无氧的环境中，避免大量粉

尘或大颗粒物质影响气体通道。

 禁止将传感器暴露于含有高浓度碱性物质的环境中。

 不可过度的撞击或震动，避免造成内部损坏。

 不可超限使用传感器，请注意规格书中界定的传感器适用的环境温湿度条件。

 避免接触液态水，以防阻塞气体通道。

 避免因环境剧烈变化等因素导致的传感器内外部结露/结冰，以防影响气体通道。

 建议采用手动焊接，避免高浓度助焊剂对传感器的影响。

 进行自诊断时所施加的电压不能过大，自诊断时间建议 5 秒，不可超过 10 秒，以免对

传感器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避免在存在待测气体的环境中进行自诊断。

 自诊断结束后，建议间隔 60 秒再进行正常检测，以保证传感器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检

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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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二维码内存储了出厂校准信息，如果想获得精确的检测结果建议在使用前重新进

行标定。

 不可拆解传感器，随意拆解传感器将导致无法保修。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荣路联建科技工业园 4 栋 1 楼

电话：+86-755-36690079 手机：13510916915

邮箱：sales@szprosense.com 网址：http://www.szprosense.com

深圳市普晟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mailto:sales@szpro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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