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６卷　 第１２期　 　　　　　　　　　　　　　　激 光 与 红 外 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２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ＬＡＳＥＲ　＆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０７８（２０１６）１２１４８６０５ ·红外技术及应用·

一种加热炉炉管表面红外检测温度的修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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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热炉炉管表面温度检测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加热炉的运行状态和生产安全，利用红
外热像仪测量炉管温度时易受到火焰和烟气、邻近炉管、炉墙辐射等因素的强烈干扰。为了实

时准确获取炉管表面的真实温度，以某炼油厂加热炉为例，首先给出了炉管表面热红外检测温

度的干扰分析，进而提出一种基于现场参数的实时温度校正模型，并结合该模型给出一套判别

某厂加热炉炉管状态的专家规则，最后将这套软件应用于实际工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该方

法有效实现了炉管表面的温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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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加热炉炉管在生产中长期承受自重、高温、高压

以及开停炉时引起的炉管开裂极易发生故障［１］，同

时由于炉膛内燃烧的是明火，炉管内流动的易燃易

爆流体一旦泄露会导致火灾，爆炸等严重后果。炉

管的运行状态不仅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等生产

指标，而且直接影响设备与生产的安全，因此对加热

炉炉管实时温度的检测十分重要。



目前的测温技术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

类。接触式测温法是指在被测温度介质或场中直接

放入测温元件，最常见的是热电偶温度传感器。这

种方法虽然测量精度高，但由于以点测量数据为基

础无法全方位监测炉管的运行状态，而且与被测物

体紧密接触影响了被测物体的温度场分布［２］。非

接触式测温法常见的有红外热像法、多光谱测温法，

发射吸收光谱法等。目前工业上主要以红外热像法

为主，这种方法测温响应迅速并且测温范围广，无需

与被测物体接触不会破坏被测目标体的温度场［３］，

因此红外热像仪被广泛地应用于炼油厂加热炉炉管

表面温度检测中。

红外成像的原理［４］是通过光学机械扫描系统，

将物体发出的红外线辐射汇聚在红外探测器上，形

成红外热图像，由此来分辨被测物体的表面温度。

近十几年来，利用红外热像法检测高温裂解炉管的

表面温度场已十分普遍［５－７］。根据加热炉炉管的红

外热像监测的具体特点，可能影响其测量结果的主

要因素有：测试方向的影响、炉膛内火焰和烟气的影

响、炉管之间的相互干扰，炉墙辐射的干扰。试验表

明由烟气、邻近炉管、炉墙辐射干扰引起的测量结果

偏差不可忽略［８］，因此在需要精确结果测量时应当

进行相应的结果修正。

修正手段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红外热像

仪镜头前加装火焰过滤镜片［８］，另一种是融合加

热炉现有的参数采集数据并结合工艺参数指标进

行软件补偿。前者的优点是实现简单，但无法实

时适应现场工艺参数的变化，无法补偿墙体干扰；

后者则可以较全面地综合利用加热炉现有的各种

监测数据信息，具有相对更好的适应能力。本文

首先给出加热炉炉管表面热红外检测温度中的干

扰分析，然后给出一种炉管表面红外检测温度的

软件修正方法，为进一步分析判断炉管状态奠定

基础。

２　干扰因素分析及温度校正的一般模型
２１　干扰因素分析

红外热像仪从看火口检测炉管表面温度的示意

图如图１所示，图２是炉管表面安装热电偶的示意
图。假设炉管测试区域距离入口和出口的距离已

知；ＴＨ表示红外热像仪检测到的炉管表面的温度；
ＴＨａｖｇ表示炉管表面的红外平均温度，取自需要测评

的炉管表面区域平均温度；Ｔｏ表示热电偶测试温
度；ＴＬ表示炉膛温度；ＴＱ表示墙体温度；Ｔｎ表示介

质内温；ＴＨ 表示校正后的温度。

图１　炉管受温度辐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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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炉管受热剖面图

Ｆｉｇ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ｒｎａｃｅｔｕｂｅ

从图１可看出，烟气、邻近炉管、炉墙辐射引起
的干扰导致测量结果偏高，即ＴＨ ＞ＴＨ ，由于炉膛为

炉管加热，故ＴＬ＞ＴＨ ＞ＴＨ ；另一方面，墙体是火焰
和炉膛的受热体，墙体又通过反射对炉管加热，也就

是说明墙体是炉管的加热体，因此通常情况下有

ＴＬ ＞ＴＱ ＞ＴＨ ＞ＴＨ 成立。
从图２的剖面图上不难看出，炉管的表面温度

ＴＨ 是炉膛，墙体与内部介质热交换平衡时的温度
值；同样热电偶检测的炉管表面温度Ｔｏ是炉膛和墙
体对热电偶保护罩的辐射，再传导到热电偶检测点

处，与内部介质热交换平衡时的温度值。图中 ａ点
和ｂ点处的介质温度几乎相同，即 Ｔｎａ ＝Ｔｎｂ，同时
热电偶保护罩和炉管外壁所处的炉膛环境相同，但

是保护罩有凸起，材料也与炉管不同，保护罩实测的

红外温度可能比炉管表面实测的红外温度高（已得

到某现场实测温度数据的印证）。从图２可见，热
电偶实际上处于保护罩之下，因此热电偶测出的炉

管表面温度会比临近位置炉管的实际温度略低，即

Ｔｏ ＜ＴＨ。

７８４１激 光 与 红 外　Ｎｏ．１２　２０１６　　　　　　付冬梅等　一种加热炉炉管表面红外检测温度的修正方法



２２　温度校正的一般模型
本文对所拍摄的炉管红外图进行了沿着物料流

动方向的温度走向分析，图３为炉管表面温度校正
模型图。

图３　温度校正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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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可得 ＴＨ ＝ＴＨ ＋ｆ（Ｔｏ，ＴＨａｖｇ，Ｔｎ，ＴＬ），其
中ｆ（Ｔｏ，ＴＨａｖｇ，Ｔｎ，ＴＬ）表示校正模型。

３　基于数据分析的专家校正规则

３１　数据采集及分析

根据某厂设备研究所提取的新区焦化装置－焦

化加热炉数组检测数据（部分数据如表１所示），经

提取的所有数据研究对比分析，发现具有如下几点

规律：

（１）ＴＨ ＝Ｔｎ＋（１１５～１５５）℃ （约占提供数据

量的７０％）

（２）ＴＨ ＝Ｔｏ＋（２０～４０）℃（约占提供数据量

的６５％）

（３）沿介质流动方向，ＴＨ显上升趋势。

表１　加热炉数据分析表

Ｔａｂ．１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ｕｒｎａｃｅ

序号
炉膛温度

／℃
内温

／℃
热电偶

温度／℃
红外温度

／℃
红外－
热电偶／℃

热电偶－
内温／℃

红外－
内温／℃

炉膛－
红外／℃

炉膛－
热电偶／℃

炉膛－
内温／℃

Ａ组

７３３ ４９３８ ５７５ ６１２７ ３７７ ８１２ １１８９ １２０３ １５８ ２３９２

７４０６ ４９５１ ５９０７ ６１１５ ２０８ ９５６ １１６４ １２９１ １４９９ ２４５５

７３８５ ４９５４ ６０７８ ６２４９ １７１ １１２４ １２９５ １１３６ １３０７ ２４３１

７３４３ ４９４８ ５９１７ ６２８６ ３６９ ９６９ １３３８ １０５７ １４２６ ２３９５

７２８７ ４９６ ５９１２ ６１３８ ２２６ ９５２ １１７８ １１４９ １３７５ ２３２７

Ｂ组

７１４ ４８５０ ５６２ ６３９１ ７７１ ７７ １５４１ ７４９ １５２ ２２９

７０９９ ４８６２ ６０６７ ６４５４ ３８７ １２０５ １５９２ ６４５ １０３２ ２２３７

７１６２ ４９０ ５７８４ ６５７４ ７９ ８８４ １６７４ ５８８ １３７８ ２２６２

７１１４ ４９０１ ６０８５ ６３９７ ３１２ １１８４ １４９６ ７１７ １０２９ ２２１３

７０７ ４９０２ ６０９５ ６５８ ４８５ １１９３ １６７８ ４９ ９７５ ２１６８

Ｃ组

７６０ ４７５７ ５７８ ６４５７ ６７７ １０２３ １７０ １１４３ １８２ ２８４３

７４０６ ４７８２ ５９２１ ６１５３ ２３２ １１３９ １３７１ １２５３ １４８５ ２６２４

７３８５ ４８３８ ５８９９ ６１８１ ２８２ １０６１ １３４３ １２０４ １４８６ ２５４７

７３４３ ４８３３ ６０１２ ６４４１ ４２９ １１７９ １６０８ ９０２ １３３１ ２５１

７２８７ ４８５３ ５９８９ ６０９９ １１ １１３６ １２４６ １１８８ １２９８ ２４３４

Ｄ组

７１４ ４５８１ ５６７ ６０１２ ３４２ １０８９ １４３１ １１２８ １４７ ２５５９

７０９９ ４６１３ ５６０９ ５８８８ ２７９ ９９６ １２７５ １２１１ １４９ ２４８６

７１６２ ４７２９ ５７７１ ６２３５ ４６４ １０４２ １５０６ ９２７ １３９１ ２４３３

７１１４ ４７２５ ５６４９ ５８０６ １５７ ９２４ １０８１ １３０８ １４６５ ２３８９

７０７ ４７４６ ５６４２ ５９５６ ３１４ ８９６ １２１ １１１４ １４２８ ２３２４

３２　炉管温度修正的框架性原则
（１）炉管表面有热电偶装置的处理
由于炉管表面不够光滑（结灰或其他原因）会

使少部分炉管表面温度过高或过低（当然大部分炉

管表面温度会比热电偶检测的结果偏高）。根据某

厂提供的检测数据经反复测试和实验仿真验证，本

文最终设计了如下炉管表面温度校正一般原则：

（ａ）ＴＨ≤Ｔｏ＋２０且ＴＨ≤Ｔｎ＋１１５
满足这一区域的数据只占所有数据的１６％，此

时获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ＴＨ值偏小。从２１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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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ＴＨ ＞ＴＨ或Ｔｏ，另外校正炉管温度的主要目的
是炉管寿命状态的评估，当获得的校正温度 ＴＨ 略
高时，评估炉管状态时会更为保险，因此采用模型：

ＴＨ ＝ＴＨ （１）
（ｂ）Ｔｏ＋２０＜ＴＨ≤Ｔｏ＋４０且Ｔｎ＋１１５＜ＴＨ

≤Ｔｎ＋１５５
同时满足上面两个条件的检测数据占总数的百

分比接近６０％，说明这个范围内是炉的主要情况，从
数据统计结果分析，大致符合（ＴＨ－Ｔｏ）高，则（ＴＨ－
Ｔｎ）高的一般规律，在这个范围内，取校正模型为：

ＴＨ ＝ＴＨ－（０５×（ＴＨａｖｇ－Ｔｏ）＋０５×（ＴＨａｖｇ－
Ｔｎ））×０４５ （２）

（ｃ）Ｔｏ＋４０＜ＴＨ且ＴＨ ＞Ｔｎ＋１５５
此时的两个温差均较大，满足此条件的检测数

据占总数据的１５％～２０％，而对应的炉膛温度并没
有较一致的规律，相对内温和热电偶红外温度均偏

高，经多方仿真验证采用的校正模型为：

ＴＨ ＝ＴＨ－（０５×（ＴＨａｖｇ－Ｔｏ）＋０５×（ＴＨａｖｇ－
Ｔｎ））×０４５ （３）

（ｄ）Ｔｏ＋２０＜ＴＨ≤Ｔｏ＋４０且ＴＨ ＞Ｔｎ ＋１５５
此时ＴＨａｖｇ－Ｔｎ偏大，符合此范围的数据是总数

据量的小于５％，说明此情况比较少见。如果炉膛
温度均匀，炉管表面状态一致，理论上ＴＨ －Ｔｎ的数
值在整个炉管上应该大致是一致的，这里炉管表面

状态（主要是结灰情况、反射率等）难以测定，但从

实际采集的数据而言，当炉膛温度ＴＬ高时，ＴＨ －Ｔｎ
的差值大，即 Ｔｎ一定时，ＴＬ高则有 ＴＨ高，故此时
ＴＨ －Ｔｎ差值大。另外，由于炉管内介质温度的可靠
性相对较高，因此，此时采用如下的校正模型：

ＴＨ ＝
ＴＨ－（０４×（ＴＨａｖｇ－Ｔｏ）＋０６×（ＴＨａｖｇ－Ｔｎ））×０４５　ＴＬ≥７５０

ＴＨ－（０４５×（ＴＨａｖｇ－Ｔｏ）＋０５５×（ＴＨａｖｇ－Ｔｎ））×０４５　ＴＬ＜
{ ７５０

（４）
（ｅ）ＴＨ ＞Ｔｏ＋４０且Ｔｎ＋１１５＜ＴＨ≤Ｔｎ＋１５５
符合这一特点的实际数据占总数据的不足

５％，也是小概率事件，此时比较难以判定的是这种
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红外温度偏高还是由于热点偶检

测的偏低造成的，但是从Ｔｎ＋１１５＜ＴＨ≤Ｔｎ＋１５５
这个特点来看，更倾向于热电偶检测偏低，考虑到

ＴＨ 应有一点保守型，故采用如下校正模型：
ＴＨ ＝ＴＨ－（０４５×（ＴＨａｖｇ－Ｔｏ）＋０５５×（ＴＨａｖｇ

－Ｔｎ））×０４５ （５）
（２）炉管表面无热电偶装置的处理
当炉管表面没有安装热电偶时，则无法采用上

面的一般原则，但是如果可以找得到能够近似代替

热电偶检测温度Ｔｏ的话，则可以采用前述方案。通
过某厂石化研究所提供的多组数据，进过仔细分析

研究发现有如下的关系：

ＴＨａｖｇ ＝Ｔｏ＋（２０～４０）℃ （６）

于是得到如下近似关系，用 Ｔ^ｏ代替上面一般规
则中的Ｔｏ进行炉管表面温度校正。

Ｔ^ｏ ＝
ＴＨａｖｇ－２５　ＴＬ ＜６５０

ＴＨａｖｇ－３０　６５０≤ＴＬ≤８００

ＴＨａｖｇ－３５　ＴＬ ＞
{

８００

（７）

（ａ）当设备中有热电偶温度 Ｔｏ，但拍摄的红外
炉管上没有热电偶时，取：

Ｔｏ ＝０５×（Ｔｏ＋Ｔ^ｏ） （８）
（ｂ）当设备中没有热电偶温度Ｔｏ，取：

Ｔｏ ＝Ｔ^ｏ （９）
然后分别用式（８）或式（９）中的 Ｔｏ 代替式

（２）～式（５）计算式中的Ｔｏ即可。
４　数据检验

针对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现场采集的包含热电偶的炉
管红外图片，采用炉管评估软件对其进行温度修正

处理，将处理后的温度数据与热电偶测温仪表获得

的数据对比。图４是部分红外图片。

图４　现场炉管红外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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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为修正后的温度数据与热电偶测温仪对比
情况。

表２　修正的温度数据与热电偶测温仪对比
Ｔａｂ．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

图名 区域

原红外

温度

／℃

热电偶

温度

／℃

修正后红

外温度

／℃

修正前

误差

百分比

修正后

误差

百分比

图４（ａ）

Ｒ１ ５７８７４ ５４７７ ５４６１３ ５６７％ ０２８％

Ｒ２ ５６１５６ ５４７７ ５５９７４ ２５３％ ２１９％

Ｒ３ ５８１２８ ５４７７ ５４８６９ ６１３％ ０１８％

图４（ｂ）

Ｒ１ ６３５７２ ５５１９ ５８７６２ １５１９％ ６４７％

Ｒ２ ６２５２４ ５５１９ ５７６５２ １３２９％ ４４６％

Ｒ３ ６３１２５ ５５１９ ５８１９９ １４３８％ ５４５％

图４（ｃ）

Ｒ１ ６３４９７ ５５４ ５８８ １４６２％ ６１３％

Ｒ２ ６２９１７ ５５４ ５８２１７ １３５７％ ５０８％

Ｒ３ ６２８０７ ５５４ ５８３８３ １３３７％ ５３８％

图４（ｄ）

Ｒ１ ６０１９７ ５５９５ ５６６３ ７５９％ １２２％

Ｒ２ ５８５９３ ５５９５ ５６９７８ ４７２％ １８４％

Ｒ３ ５８７８５ ５５９５ ５６５１８ ５０７％ １０２％

图４（ｅ）

Ｒ１ ５８６０４ ５５４５ ５５９２１ ５６９％ ０８５％

Ｒ２ ５６４３１ ５５４５ ５６４３１ １７７％ １７７％

Ｒ３ ５９８４７ ５５４５ ５６６７ ７９３％ ２２０％

图４（ｆ）

Ｒ１ ５８４１３ ５４７９ ５５５２１ ６６１％ １３３％

Ｒ２ ５８７５４ ５４７９ ５５８６２ ７２３％ １９６％

Ｒ３ ５８７６ ５４７９ ５５８６８ ７２５％ １９７％

结果表明，采用炉管评估软件对短波红外热像

仪现场温度的修正后其偏差都在６５％以内，与修
正前误差百分比相比大大降低，满足工程实际的

要求。

５　结束语
为了检测加热炉炉管的运行状态，利用红外热

像仪非接触、快速、灵敏度高、安全的特点进行红外

测温。针对测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干扰，本文进行

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分析的校正模型，

并通过现场采集的工业数据和专家经验建立炉管温

度修正的专家规则以及具体情况下的方案分析。这

种软件补偿的方法不仅提高了加热炉炉管表面温度

检测的准确度，而且可以实时适应现场参数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该方法和软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的实用性和可靠性，保证了工业生产的运行安全和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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