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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４８３３《多道分析器》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主要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作为多路定标器的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核谱测量直方图数据交换格式。

本部分为ＧＢ／Ｔ４８３３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ＩＥＣ６１３４２：１９９５《核仪器　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　主要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法》，但对其进行了若干增删修改（详见附录Ｇ）：

ａ）　补充了一些定义、符号和缩略语，按表述的合理性对个别章条作了调整；

ｂ）　增加了图１２，并在图６和图７增加了实测谱的曲线；

ｃ）　增加了多道分析器的基本性能，调整了技术指标，修改了分类方法；

ｄ）　在一些参数测量中，本部分增加了我国已采用的、经过实践证明既简便可行又普遍适用的一

些试验方法，修改或删除了某些辅助试验方法和重复条款。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４８３３—１９９７《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　主要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以下简

称原标准）。

本部分对原标准的主要修改为：

———按ＧＢ／Ｔ１．２—２００２《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２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方法》的要

求，修改了本部分的名称；

———增加“谱存储量”、“谱仪模拟数字变换器”和“ＡＤＣ分辨率”三个术语以及相关的符号；

———增加“谱存储量”、“拒绝堆积（反堆积）功能”等基本性能；

———增加“计数率变化引起的道址相对漂移”的测量及其附录Ｆ；

———增加图１２“计数率引起的道址相对漂移的试验框图”；并在图６“用于确定微分非线性的谱形

状”和图７“测量积分非线性时的误差函数犈（犿）”增加了实测谱的曲线；

———将多道分析器按用途分类改为“按使用要求（例如，所配探测器的类型、现场使用条件）分成

１～４类”，并修改、调整表Ａ．１中的内容和指标，以反映多道分析器的技术进步；

———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修改了本

部分的格式（包括给悬置段加标题，在列项前加总括语等），统一、规范了表述形式；

———将本部分与ＩＥＣ６１３４２的差别全部综合到附录Ｇ（包括章条结构的对照），并调整附录Ｇ的

顺序。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Ｇ是资料性附录，附录Ｆ是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核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经谨、熊正隆、潘大金、刘以农、肖晨。

本部 分 所 代 替 标 准 的 历 次 版 本 发 布 的 情 况 为：ＧＢ ４８３３—１９８４、ＧＢ ４８３３—１９８９、

ＧＢ／Ｔ４８３３—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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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核物理领域的许多场合，测量某类参数的分布是很重要的，例如：粒子的能量、粒子的质量、粒子

出现的时间、粒子在某角度的散射，等等。在现代的测量实践中，常用多道分析器的脉冲幅度分析功能

（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来完成上述参数的测量。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首先将代表物理量的信号脉冲幅

度数字化，再按其数字化后的数码进行分类存储，这样便可在测量期间存储一个与原来的脉冲幅度分布

相似的直方图。这种分布反映了α或β粒子、γ和犡 光子等粒子某些物理量的概率密度。利用这些信

息，通过数据处理，可确定粒子或射线的通量密度和剂量（率）、核素的浓度和含量等。当今，多道分析器

已被广泛地用于科学、工业等不同领域。

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通常包括模数变换器（ＡＤＣ）、数据获取接口、通用计算机（或专用处理机、存

储器、显示器和输入／输出单元）以及打印机、绘图机等外部设备。它可以进行下列工作：

———接受来自探测装置或其他信号源的脉冲；

———将脉冲幅度信息进行模数变换（ＡＤＣ）；

———按预定参数将模数变换所得数码形成存储地址；

———存储计数信息（直方图，谱）；

———按照预定算法及外部提供的信息处理存储的脉冲幅度谱；

———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功能（例如：驱动显示器、打印机、软盘驱动器、绘图仪等）。

多道分析器还可以有多种附加分析方式，这些方式不直接与脉冲幅度分析相联系，例如：

———为改善信噪比，对重复信号求统计平均值；

———相关分析；

———连续采样模拟信号；

———信号特性的时间分布分析；

———飞行时间谱分析；

———在连续时间间隔内的脉冲计数（记录穆斯堡尔效应和放射性衰变的辐射强度）或多路定标；

———将来自多个探测器的脉冲计数存到存储器的不同分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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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道分析器

第１部分：主要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多道分析器在脉冲幅度分析方式的主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还给出相应的术语和

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具有线性脉冲幅度响应的多道分析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４８３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８９９３—１９９８　核仪器环境条件与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道址　犮犺犪狀狀犲犾犪犱犱狉犲狊狊

多道分析器的ＡＤＣ给出的输入信号应存入的道所在的地址（不包括多道分析器硬件、软件的附加

变址）。

３．２

总道数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狋狅狋犪犾犮犺犪狀狀犲犾狊

多道分析器中可用来存储计数的总道址数。

３．３

分区数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狊狌犫犵狉狅狌狆狊

多道分析器中可按预定指令或预定程序设置的、能分别存储数据的存储区的数量。

３．４

分区中的道数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犮犺犪狀狀犲犾狊犻狀犪狊狌犫犵狉狅狌狆

在分区中，可寻址并存储计数的道数。

３．５

最大量化电平数　犿犪狓犻犿狌犿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狇狌犪狀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

模数变换器以等间隔电平对输入信号的脉冲幅度进行量化时所具有的最大离散电平数。通常一个

量化电平间隔对应于多道分析器的一个道。

３．６

道容量　犮犺犪狀狀犲犾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多道分析器每道所能存储的最大事件数（计数）。

３．７

谱存储量　狊狋狅狉犪犵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狊狆犲犮狋狉犪

多道分析器可存储谱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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