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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 ���氧传感器在

水热体系中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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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然还是工业水热过程
，

只要体系含有

变价元素
，

其中氧逸度对体系的性质和过程的发生

与演化都有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
。

因此对水热体系

的氧逸度进行原位测量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
。

但

目前有关水热流体中氧逸度原位测量的报道较少
，

且所使用的氧传感器存在使用温度低
、

响应时间长

等严重缺陷
。

为此本课题组 自行研制了一种可用

于高温高压水热体系中氧逸度原位测量
，

使用温度

高且响应速度快的 ���������� �������������������

氧传感器
。

自行研制的氧传感器的验证实验在钦双层套

高压釜中进行
，

氧传感器位于高压釜釜塞上
。

实验

中参考缓冲剂分别使用摩尔比为 �‘ �的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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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参考氧缓冲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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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粉末均为分析纯
。
��� 固体 电解质为含

��姚�
。
的商用忆稳定氧化错陶瓷

。

测量仪表为

�������� 数字万用表
。

��������数字万用表电

压档的输人阻抗� �� ��
，

测量精度为 ��一 “
��

。

传感器的两电极引线接入 �������� 数字万用表
，

将数字万用表与计算机相连后
，

可根据需要设置数

据读取的时间间隔以实现数据采集的自动化
。

本实验使用三孔探头对 ���氧传感器的可行

性进行验证
，

即在高压釜釜塞上安装两个传感器
。

其中三个锥孔分别装人
“
固体参考氧缓冲剂 ����

���卜������圆台
一

��” 零部件组合
、 “
固体参考氧

缓冲剂��
�十����卜������圆台

一

�
”
零部件组合

以及电极引线导出部件
，

从而使得三锥孔中的所有

零部件构成两个完整 的传感器
。

该两个传感器所

使用的固体氧缓冲剂彼此不 同
，

由能斯特方程和所

用固体参考缓冲剂在实验温度下的氧逸度值
，

即可

计算求得不同温压条件下上述各氧浓差 电池的理

论电动势值
。

将理论电动势值与实验过程 中测量

得到的电动势值比较
，

即可确定本实验所用的 ���

氧传感器在水热体系中是否符合能斯特特性
。

若

传感器在水热体系中符合能斯特特性
，

则与同一水

热样品接触的两传感器各 自电动势绝对值之和应

等于 氧 浓 差 电 池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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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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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动势

。

实验中我们将两个传感器同时放

人超临界水中
，

原位测量了两个传感器在不同温压

条件下超临界水流体中的电动势
。

结果显示两传

感器电动势的绝对值之和与电池
“
��

一

����
，

�� �

��� ��
，

��
一

���’’ 的理论电动势基本一致
。

由此说明
，

本工作自行设计与制作的 ���氧传

感器具有良好的能斯特特性
，

可用于高温高压水热

体系的氧逸度测量
。

且在未来通过对传感器结构

和尺寸的改进以及对各零部件的进一步集成
，

可望

研制出能广泛用于其他高温高压实验设备
、

野外探

测和工业水热过程的探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