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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技术及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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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４）

摘　要：从工程结构安全监测到输油管线的维护以及地震监测，振动传感器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以实现以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监测。而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器具有许多优于传统

振动传感器的地方，应用前景广阔，近年来成为光纤传感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分

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器的实现方法与相关技术，并展望了分布式振动传感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和应用领域。

关键词：光纤光学；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干涉；光时域反射

中图分类号：ＴＰ２１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５０７８．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

ＺＨＵＹａｎ，ＤＡＩ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ＬＩＵ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ｓ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ｍａｎｙｆｉｅｌ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ｔａｌｗａｙｓｓｐｅｎｄｓｍａｎｙ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ｍｕｃｈｔｉｍ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ｉｎｍａｎｙ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ｉ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ｏｔｓｐｏ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ｓｏｍ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

１　引　言
光纤传感技术［１－３］以其无可比拟的优点在 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已
经广泛用于多个领域。因其耐腐蚀，抗电磁干扰等

优点与传统的机电传感系统相比，更适于恶劣环境

中检测信息。而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使得沿布设路

径上的光纤可全部成为敏感元件，具有实时获取整

个传感区域内被测量的分布信息。将传输和传感合

二为一，减少了布设敏感元件的成本。它可以精确

测量沿光纤上任一点的温度［４］、振动等信息，实现

对故障点或扰动点的定位。

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器［５］是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一个重要分支，利用光波在光纤中传输时相位、偏振

等对振动敏感的特性，连续实时地监测光纤附近的振

动，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根据传感原理，分布式光

纤振动传感技术主要可分为基于干涉原理和基于后

向散射探测技术两类。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综

述分布式振动传感器的主要实现技术和发展动态。

２　分布式干涉型传感技术
分布式干涉型光纤振动传感器是分布式振动传

感器的重要解决方案，其优点是灵敏度高，响应速度

快，检测和解调过程相对简单。分布式干涉型振动

传感器主要有Ｍ－Ｚ型和Ｓａｇｎａｃ型。
２．１　Ｍ－Ｚ型干涉仪光纤振动传感器

基于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干涉仪［６］的振动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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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路如图１所示，由光源，光纤，耦合器 Ｇ，Ｈ，Ｆ，探
测器ＰＤ１和ＰＤ２组成。ＬＤ发出的光经过３ｄＢ耦合
器后分成两束，其中一束由左向右通过 Ｍ－Ｚ干涉
仪到达ＰＤ２，而另一束光从右至左到达ＰＤ１，光路设
计要求在无振动信号时两束光的光程相等。

图１　基于ＭａｃｈＺｅｈｎｄｅｒ干涉仪的振动传感器的光路结构图

　　当外界振动信号作用于传感臂时，两臂之间产
生了相位差，ＰＤ１与 ＰＤ２探测到的信号之间存在的
时间延迟时为τ，假设光纤的折射率为 ｎ，则振动的
位置：

Ｌ１＝
（Ｌ１＋Ｌ２＋Ｌ３）－τ·ｃ／ｎ

２ （１）

从而实现了振动点的定位。

Ｍ－Ｚ型光纤振动传感器的优点在于灵敏度
高，缺点是结构中需要一个参考光纤，环境对其影响

较大，导致测量的不稳定，限制了这种传感器的

应用。

２．２　Ｓａｇｎａｃ型干涉仪光纤振动传感器
分布式Ｓａｇｎａｃ干涉型［７］光纤振动传感器是光

束经过耦合器形成两路相向传输的光波，经过完全

相同的光路，在探测器发生干涉。在温度或振动等

外界因素作用下是的两束光产生一定的相位差。假

设在Ｐ处存在振动信号，Ｐ到光纤环的几何中心点
Ｏ的距离为 ｄ，两路光波在探测器处发生干涉时的
相位差的Ｔａｙｌｏｒ展开为：

Δφ＝φ（ｔ＋Δｔ）－φ（ｔ）＝２ｄｎｃ·
ｄφ
ｄｔ （２）

从式（２）可以看出，相位调制信号同时决定于
振动位置ｄ和振动信号随时间变化的乘积，所以在
单Ｓａｇｎａｃ干涉仪中，时域解调不能得到 ｄ的值，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技术方案，包括对

解调方法的改进和光路设计方面的改进。

其中的双Ｓａｇｎａｃ系统［８］能够有效地解决振动定

位问题。其光路结构如图２所示，使用了两个Ｓａｇｎａｃ
干涉环，扰动对应于两个环的不同位置，通过求解相

应的解调信号，并对比幅度就可以解出距离信息。

图２　双Ｓａｇｎａｃ干涉环的振动传感系统光路结构图

此系统采用波分复用ＷＤＭ来构成双Ｓａｇｎａｃ结
构。光源ＬＤ１和探测器ＰＩＮ１构成一个中心波长为
λ１的Ｓａｇｎａｃ环，而光源ＬＤ２和探测器 ＰＩＮ２构成一
个中心波长为 λ２的 Ｓａｇｎａｃ环。当振动发生时，两
个环路中的相位差之比：

Δφ１
Δφ２
＝ ｄ
Ｌ－ｄｄ＝Ｌ１＋

Δφ１
Δφ( )

２
（３）

式中，Ｌ代表传感光纤的长度，由式（３）可以提取出
具体的距离信息。

采用Ｓａｇｎａｃ结构的光纤振动传感器与Ｍ－Ｚ结
构相比较最大的优点在于 Ｓａｇｎａｃ结构中项干涉的
两路信号在同一个环路中传输，避免了环境的影响。

３　基于ＯＴＤＲ的分布式传感技术
由于光纤纤芯的折射率起伏，光在其中传输时

会发生瑞利散射。一旦外界有振动信号作用于光

纤，将会导致振动点处的光纤折射率发生变化，那么

探测到的瑞利散射光的特性（光强、偏振态、频率、

相位等）也会随之变化，据此确定振动的大小，根据

回波时间确定振动位置，空间分辨率由脉冲宽度决

定。这就是ＯＴＤＲ技术［９］测量振动的基本原理。

３．１　偏振光时域反射型（ＰＯＴＤＲ）振动传感器
ＰＯＴＤＲ技术［１０］是在 ＯＴＤＲ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是通过测量光纤中的后向瑞利散射来测定偏振

态演化的一种技术。由于光纤中光波的偏振态对外

界比较敏感，因此可以利用光偏振态来测量振动。

ＰＯＴＤＲ系统的光路结构如图３所示，当脉冲光入射
进光纤，经起偏器起偏为偏振光，经耦合器进入待测

光纤，后向瑞利散射由环行器进入偏振分束器，分成

偏振态正交的两路偏振光，通过两个光电探测器检

测这两路偏振态的光强变化定位振动点。

图３　ＰＯＴＤＲ结构示意图

　　当光纤振动时，光纤中特定方向的折射率会发
生变化，产生感生双折射效应，从而使得入射到振动

光纤中的光的偏振态发生改变，而后向瑞利散射光

会保持散射点的偏振态不变，这样通过对比振动前

与振动后的两偏振态的光强变化，就能分析出第一

个扰动点的位置，实现分布式振动传感。但对于有

多个振动点，可能会淹没在首个振动点后的偏振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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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动中，如果要实现多点定位，ＰＯＴＤＲ还有许多问
题需要研究。光的偏振特性易受各种随机因素的影

响，所以ＰＯＴＤＲ还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
何保持偏振态的稳定性。

３．２　布里渊光时域反射型（ＢＯＴＤＲ）振动传感器
基于布里渊散射效应的光纤振动传感器［１１］是

根据光纤应变引起的布里渊散射的斯托克斯光的频

移量发生变化来实现振动测量的。光纤中的布里渊

散射相对于泵浦光有一个频移量，通常称为布里渊

频移，其大小由下式给出：

ｆＢ＝２ｎνａ／λ （４）
式中，ｆＢ为布里渊频移；λ为泵浦光的波长，当 λ＝
１５５０ｎｍ时其典型值为１１ＧＨｚ；ｎ为光纤纤芯折射
率；νａ为声速。ｎ和νａ的两个因子都受温度和振动
的影响，如果能够控制温度恒定不变，或者能够得知

温度变化的影响，即可作为振动传感器。

在自发布里渊散射时，除了布里渊信号的频移，

散射光功率也与光纤所处的环境温度和所承受的应

变在一定条件下呈线性变化的关系，所以只要检测

布里渊散射光的频移和布里渊散射功率，就可以实

现布里渊信号的频移和散射光功率两个参量的同时

测量。

ＢＯＴＤＲ双参量测量系统的结构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ＢＯＴＤＲ双参量测量系统的结构图

由于ＢＯＴＤＲ接收的是自发布里渊散射光，光
功率较弱，和瑞利散射光的频谱间隔只有１１ＧＨｚ左
右，所以系统采用光相干检测技术［１２］，可以同时完

成放大信号和提取布里渊散射光信号从而实现对振

动的测量。该技术的主要难度在于 ＢＯＴＤＲ中微弱
的布里渊散射光的检测，并且布里渊频移很小，测量

频移的难度比较大。为了获得较好的信噪比，可以

考虑利用受激布里渊散射来进行分布式测量。

这种技术的优点在于：光学相干检测和电外差

都可以很容易实现；测量分辨率高；技术的使用性

强。目前，国外已有利用 ＢＯＴＤＲ技术测量振动的
产品出售，一般能够达到１０ｍ的空间分辨率，但在
我国对这一技术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在理论、实验以

及系统性能改进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３．３　相位敏感的光时域反射型（φ－ＯＴＤＲ）振动传
感器

在φ－ＯＴＤＲ系统中，如果光源的线宽足够窄，
相干度很高，那么从光纤的不同部分返回的散射光

会发生干涉。φ－ＯＴＤＲ能够探测出传统 ＯＴＤＲ系
统无法察觉到的微弱信号。其系统结构如图 ５所
示，窄线宽光脉冲经过耦合器进入光纤，其后向瑞利

散射光由探测器检测，经采集后送入信号处理设备。

图５　φ－ＯＴＤＲ系统结构图

探测器接收到的曲线是时间－光强图。当某一
时刻有振动干扰时所探测到相应位置的光强信息将

与前一时刻无扰动时探测到的光强不同，而其他位

置探测到的光强相同，没有产生变化，所以可以通过

将当前中φ－ＯＴＤＲ后向瑞利散射信号与其前一时
刻的后向瑞利散射信号相减来检测由于光纤振动产

生的光强差异，由时间定位振动位置。

φ－ＯＴＤＲ不仅对外界微弱信号有敏锐的感知，
在原理上来讲还可以实现多点定位。此系统中需要

窄线宽的激光器，这是系统能够响应光相位变化的

基本条件，为了尽量避免 φ－ＯＴＤＲ后向散射曲线
发生抖动，要求激光器具有极小的频率漂移。

４　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器的发展方向及应用
目前的分布式振动传感器基本上是探测光纤轴

向信息的一维传感器，随着探测范围和信息量的增

大，二维的分布式光纤传感网络是光纤传感器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各种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器

的机理都相对成熟，但其面向实际应用还存在很多

问题，包括传感器系统的成本和可靠性。

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器可以主要用于桥梁、隧

道等大型设施的安全监测，能够实时地得到断裂或

破损导致的振动信号，从而判断结构损坏的情况，同

时有效地给出发生损害的位置。其应用领域还包括

军队、银行等的安防警戒系统，输油、气管道的自然

形变或人为挖掘等破坏情况的监控，地震灾害的预

警等。由于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器是无源驱动，更

适用于需要安全保密性强的领域，尤其是长距离实

时测量是的无论在军用还是民用领域都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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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由于其独有的优点，有着

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在进入市场之前还存在许多

技术没有很好地解决，或者说离技术产品化还有一

定的距离。比如检测信号一般比较微弱，如何处理

这样的微弱信号，如何保证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保持

系统的可靠性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将这些技术问题

有效地解决了，此项技术必将会在实际应用中发挥

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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