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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一种面向脉动微压传感的多光束干涉光纤法布里-珀罗( FP)探针。 建立探针多光束干涉波长漂移与微压传

感模型,分析其在气、液相环境中微压灵敏度差异。 采用化学腐蚀、放电熔接、精密切割技术制备光纤探针器件。 利用医用注射

器、透明柔性软管、石英插芯构建微压测试环境,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测试环境内部压强分布情况,在气相环境压强范围

14. 41~ 85. 22
 

kPa、液相环境压强范围 4. 50~26. 02
 

kPa 的测试条件下,对 3 支光纤探针微压传感特性进行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
气、液相环境中,探针波长均随压强增大发生红移现象, 反之, 发生蓝移现象; 气相环境探针平均微压灵敏度可达

8. 210
 

pm·kPa-1 ,液相环境探针平均微压灵敏度可达 66. 720
 

pm·kPa-1 ,高于气相环境,与理论模型相符。 选取气、液相环境中

微压灵敏度最高的光纤探针进行液相脉动微压传感特性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5 个脉动周期内探针波长响应良好,且重复性误

差较小。 本文提出的光纤探针结构紧凑,易于制备,灵敏度高,可实现 1
 

Hz 频率范围内的脉动微压传感,为液相环境脉动微压

传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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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multi-beam
 

interference
 

optical
 

fiber
 

Fabry-Perot
 

probe
 

for
 

pulsating
 

micro-pressure
 

sensing
 

i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The
 

probe′s
 

multi-beam
 

interference
 

wavelength
 

drift
 

and
 

micro-pressure
 

sensing
 

models
 

are
 

formulated,
 

and
 

the
 

micro-pressure
 

sensitivity
 

difference
 

between
 

gas
 

and
 

liquid
 

environments
 

is
 

analyzed.
 

The
 

optical
 

fiber
 

probes
 

are
 

fabricated
 

by
 

chemical
 

corrosion,
 

electric
 

discharge
 

welding
 

and
 

precision
 

cutting
 

technology.
 

The
 

micro-pressure
 

sensing
 

environment
 

is
 

set
 

up
 

using
 

medical
 

syringe,
 

transparent
 

flexible
 

hose,
 

and
 

quartz
 

ferrules.
 

The
 

internal
 

pressure
 

distributions
 

are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hree
 

optical
 

fiber
 

FP
 

probes
 

are
 

measured
 

under
 

the
 

gas
 

pressure
 

from
 

14. 41
 

to
 

85. 22
 

kPa
 

and
 

the
 

liquid
 

pressure
 

from
 

4. 50
 

to
 

26. 02
 

kP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both
 

gas
 

and
 

liquid
 

environments,
 

the
 

probe
 

wavelength
 

has
 

a
 

red-shift
 

with
 

the
 

pressure
 

increase,
 

and
 

a
 

blue-shift
 

with
 

the
 

pressure
 

decrease.
 

The
 

probe′s
 

average
 

micro-pressure
 

sensitivity
 

in
 

gas
 

environment
 

can
 

reach
 

8. 210
 

pm·kPa-1 .
 

In
 

liquid
 

environment,
 

it
 

can
 

reach
 

66. 720
 

pm·kPa-1 ,
 

which
 

is
 

higher
 

an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featuring
 

the
 

highest
 

micro-pressure
 

sensitivity
 

in
 

both
 

gas
 

and
 

liquid
 

environments
 

is
 

selected
 

for
 

the
 

liquid
 

pulsating
 

micro-
pressure

 

sensing
 

measurem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be
 

has
 

good
 

wavelength
 

response
 

and
 

the
 

repeatability
 

error
 

is
 

small
 

within
 

five
 

pulsating
 

cycles.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mpact
 

structure,
 

easy
 

fabr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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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gh
 

micro-pressure
 

sensitivity.
 

It
 

can
 

realize
 

pulsating
 

micro-pressure
 

sensing
 

in
 

the
 

frequency
 

range
 

of
 

1
 

Hz,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micro-pressure
 

sensing
 

applications
 

in
 

liqui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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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ng;
 

multi-beam
 

interference;
 

Fabry-Pe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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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ating
 

micro-pressure
 

sensing

0　 引　 　 言

　 　 光纤法布里-珀罗( Fabry-Perot,FP)传感技术作为光

纤传感的一个重要分支,因其独特的体积优势、多变的传

感结构、强大的抗电磁干扰能力,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化学

分析、医疗检测诊断、工业过程监测等领域[1-5] ,涵盖温

度、应变、折射率、压力等参数的测量[6-9] 。 其中,压力作

为重要的监测对象,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随着近些年测量需求的不断加深,单腔光纤 FP 传感

器已无法满足高灵敏度传感技术的要求[10-12] 。 因此,研
究人员提出用于测量压力的双腔甚至多腔光纤 FP 传感

结构,基于多光束干涉原理[13-14] ,通过调节各腔体材质、
长度、间距来实现多参量的测量并提高传感器性能[15-17] 。
2016 年,Llera 等[18] 提出一种基于液-气 FP 腔的光纤探

针结 构, 实 现 了 温 度、 压 强、 压 力 的 多 参 数 测 量。
2018 年,刘申等[19] 利用电弧放电熔接技术制备了薄膜厚

度亚微米级别的三光束光纤 FP 探针,其气压灵敏度为

1
 

036
 

pm / MPa。 2019 年,Li 等[20] 利用 CO2 激光打孔法、
电弧放电熔接法制备高灵敏度光纤气压探针,气压灵敏

度达到 80. 3
 

pm / kPa。 2020 年,Cui 等[21] 利用单模光纤、
空芯光纤、光子晶体光纤拼接制备高温高压同时测量的

光纤双腔 FP 传感器,0 ~ 10 MPa 压力范围内灵敏度为

1 460
 

nm / MPa。 2021 年,胡白燕等[22] 将单模光纤、空芯

光纤、双孔光纤依次熔接制备了气压、温度双参数测量的

级联双腔 FP 结构,其中,气压灵敏度为 0. 5 nm / MPa。 然

而,上述多腔光纤 FP 结构多基于拼接方式制备,过程复

杂,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光传输损耗,且长期稳定性有待商

榷。 此外,在压力传感领域,动态微小压力测量的分辨力

和灵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而液相压力环境由于液体的

粘滞阻尼效应,传感过程能量衰减快,测量更为复杂,目
前相关报道较少,仍有待深入研究。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一种面向脉动微压传感的多

光束干涉光纤 FP 探针结构。 基于多光束干涉理论,对比

分析探针在不同环境中的微压传感模型,通过化学腐蚀、
放电熔接、精密切割技术实现器件制备,搭建测试系统,对
探针在气 / 液相环境内的脉动微压传感特性进行研究。

1　 微压传感模型

　 　 多光束干涉光纤 FP 探针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M1、M2、M3

 3 个反射面构成 3 个 FP 腔:第 1 个腔由 M1、

M2 反射面构成,空气为传播介质,腔长为 L1,可记为“空

气 FP 腔”;第 2 个腔由 M2、M3 反射面构成,光纤纤芯即

二氧化硅为光传输介质,腔长 L2,记为 “ 二氧化硅 FP
腔”;第 3 个腔则是由 M1、M3 反射面构成,是由空气和二

氧化硅组成光传播介质,腔长为 L3,称为“混合 FP 腔”。
入射光先后经 3 个反射面,形成多光束干涉现象。

图 1　 光纤 FP 探针结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设 M1、M2、M3
 3 个反射面的反射率分别为 R1、R2、

R3;k1、k2 为空气 FP 腔和二氧化硅 FP 腔的传输损耗;
Δφ1、Δφ2 为空气 FP 腔和二氧化硅 FP 腔的传播相位差,
表示为:

Δφ1 = 4π
λ

n1L1

Δφ 2 = 4π
λ

n2L2

ì

î

í

ï
ï

ï
ï

(1)

其中, λ 为光波长。 设入射电场为 E0,则整个反射

电场可表示为:

Er = AE0 + BE0exp
-i·Δφ1 + CE0exp

-i·(Δφ1+Δφ2) (2)
式中:AE0、BE0、CE0 是 M1、M2、M3 反射面的反射电场。
3 个电场系数可表示为:

A = R1

B = (1 - k1)(1 - R1)R2

C = (1 - k1)(1 - k2)(1 - R1)(1 - R2)R3

ì

î

í

ï
ï

ï
ï

(3)

因此,三光束干涉总反射光强可表示为:
Ir = Er Er

∗ =
E2

0[A
2 + B2 + C2 + 2AB·cos(Δφ1)] + 2BC·cos(Δφ2) +

2AC·cos(Δφ 1 + Δφ 2) (4)
由式(4)可知,探针反射光强是 3 个频率不同的余弦

信号对应于不同 FP 腔长的线性叠加,光谱则是在双光束

干涉基础上进行叠加;这表明多光束干涉结构中,反射强

度(即反射谱) 由反射率、腔长、及腔内介质折射率所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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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 个反射面的反射率 R1、R2、R3 表示反射光总强

度,则式(4)可改写为:

R(λ) = I(λ)
I0

= R1 + R2 + R3 - 2 R1R2 ·cosΔφ 1 -

2 R2R3 ·cosΔφ 2 + 2 R1R3 ·cos(Δφ 1 + Δφ 2) (5)
记 n1、n2 分别为空气 FP 腔中介质折射率及纤芯折

射率, n3 为探针周围介质折射率,则:

R1 =
n2 - n1

n2 + n1
( )

2

=
n1 - n2

n1 + n2
( )

2

= R2

R3 =
n2 - n3

n2 + n3
( )

2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6)

探针受外界压力 P 时,其灵敏度由式(5)表示为:

SP = ∂R(λ)
∂P

=

2R1·
dΔφ 1

dP
·sinΔφ 1 + 2 R1R3 ·

dΔφ 2

dP
·sinΔφ 2 -

2 R1R3 ·
dΔφ 1

dP
+

dΔφ 2

dP( )·sin(Δφ 1 + Δφ 2) (7)

由式(1)可知:
dΔφ 1

dP
= 4π

λ n1

dL1

dP
+ L1

dn1

dP( )
dΔφ 2

dP
= 4π

λ n2

dL2

dP
+ L2

dn2

dP( )

ì

î

í

ï
ïï

ï
ï

(8)

分析式(8),外界压力可导致空气 FP 腔与二氧化硅

FP 腔的介质折射率或腔长被影响,两个腔各自光程差发

生变化,进而致使干涉光谱发生漂移。 注意到本实验针

对的是 100
 

kPa 以内的微压条件,而二氧化硅材料杨氏

模量较大,受压时二氧化硅 FP 腔长改变导致的光程差变

化,远小于空气 FP 腔受压引起的光程差变化,因此,二氧

化硅 FP 腔长及折射率变化可忽略不计,即 dL2 / dP = 0、
dn2 / dP = 0; 同时,空气 FP 腔为密闭状态,且空气含量较

小,外部压强变化引起的内部气体折射率变化可忽略不

计,即 dn1 / dP = 0, 则探针的微压灵敏度可表示为:

SP = 2R1

4n1π
λ

dL1

dP
·sinΔφ 1 -

2 R1R3

4n1π
λ

dL1

dP
·sin(Δφ 1 + Δφ 2) =

dL1

dP
·

8n1π R1

λ
·

R1 ·sinΔφ 1

- R3 ·sin(Δφ 1 + Δφ 2)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9)

　 　 由式(9)可知,在微压测量过程中,多光束干涉光纤

FP 探针的灵敏度主要取决于空气 FP 腔,单位压强导致腔

长变化越大、干涉光谱波长变化越大,灵敏度越高。 此外,
当探针处于液相环境中, n3 变大,由式(6) 可知 R3 将减

小。 于是,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结合式(9)可知,多光束光

纤 FP 探针的液相微压灵敏度高于其气相微压灵敏度。

2　 光纤探针制备

　 　 多光束干涉光纤 FP 探针制备过程如图 2 所示,具体

步骤如下:
首先,利用 40%浓度的氢氟酸溶液将端面切平的单

模光纤(SMF)腐蚀,利用纤芯与包层在氢氟酸溶液中腐

蚀速率不一的特性,在光纤端面处形成凹槽。
其 次, 将 两 段 腐 蚀 过 的 单 模 光 纤 ( etched-SMF,

 

eSMF)纤芯对齐,利用光纤熔接机( Fujikura
 

80 S,放电功

率+ 30
 

bit,放电时间 1
 

000 ms) 进行放电熔接,得到如

图 2(b)所示的小气泡形貌。
再者,通过多次放电(功率+20

 

bit、时间 800 ms),得
到如图 2(c)所示的气泡饱满圆润的光纤 FP 传感器。

最后,通过二维移动平台与显微镜配合,确定空气腔

相对位置,利用可编程光纤切割刀( Vytran
 

LDC-400)对

FP 传感器尾端进行切割,得到如图 2( d)所示的多光束

干涉光纤 FP 探针。

图 2　 多光束干涉光纤 FP 探针制备过程

Fig. 2　 Fabrication
 

process
 

of
 

multi-beam
 

interferenc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选取 3 支光纤探针,显微形貌( M
 

Plan
 

Apo,10x) 如

图 3 所示,记录探针精密切割前后干涉光谱如图 4 所示。
将 3 支探针的几何尺寸、自由光谱范围等信息列于表 1
内,其中,L1 为空气 FP 腔长,L2 为二氧化硅 FP 腔长,
d 为空气 FP 腔侧壁厚度。

图 3　 光纤 FP 探针显微图

Fig. 3　 Microscopic
 

images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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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精密切割前后探针干涉光谱图

Fig. 4　 Probe
 

interference
 

spectra
 

before
 

and
 

after
 

precision
 

cutting

　 　 由图 3 与 4 可知,切割前后探针光谱由大包络变为

大包络叠加小包络的形式,这是由于切割后形成第三反

射面所导致。 观测切割前干涉光谱图可知,大包络 FSR
与 L1 相关,L1 越大,对应光谱 FSR 越小;反之,则越大。
切割后,光谱大包络 FSR 无明显变化,但小包络 FSR 随

着切割长度,即 L2 长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表现为 L2 越

长,FSR 越小;反之,则越大。

表 1　 3 支光纤探针尺寸及光谱数据

Table
 

1　 Dimension
 

and
 

spectral
 

data
 

of
 

three
 

fiber
 

probes

探针
L1

/ μm

L2

/ μm

FSR / nm

切割前 切割后

d
/ μm

A 52. 10 42. 35 14. 70 6. 45 1. 51

B 45. 90 121. 36 16. 70 2. 96 4. 62

C 39. 85 261. 12 19. 00 1. 78 4. 12

3　 微压传感特性实验

3. 1　 测试系统搭建

　 　 微压传感特性测试系统由宽带光源、光谱分析仪、微
压测试环境、微量注射泵、上位机构成,如图 5 所示。 通

过石英插芯将光纤探针进行封装,并与医用注射器、透明

柔性软管粘合固定,共同构成微压测试环境,分别对气、
液环境中光纤探针微压传感特性进行研究分析。 将医用

注射器与内径 2 mm 的透明柔性软管一端通过 502 胶水

粘合,软管另一端插入石英插芯,使用 502 胶水固定;光
纤探针通过石英插芯尾部旋转插入,控制其端面进深,使
其露在柔性软管内部的长度保持在 1 ~ 2 mm,光纤尾部周

向旋涂 AB 胶,保证探针与石英插芯的稳固结合,静置

48
 

h,待 AB 胶完全固化后进行后续微压测试。 通过上位

机控制微量注射泵,挤压医用注射器管内介质实现压力

变化,进而软管端面压强发生变化并作用于光纤探针,使

其微结构发生变化,光谱发生漂移,实现微压检测。

图 5　 微压传感测试系统

Fig. 5　 Micro-pressure
 

sensing
 

system

使用有限元仿真软件对活塞运动时软管前端面压强

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构建如图 6 所示的与实物尺寸一致

的结构模型,定义模型前端为柔性软管,后端为注射器,
并在数据库中添加材料。 求解采用 Fluent 与 Transient

 

Structural 结合的双向流固耦合模块,流体模型选择“湍

流 k-ε 模型”。 实际挤压过程中,流体形状由于边界运

动而随时间改变,因此网格划分方面选择多体动网格划

分方式,如图 7 所示。 其中注射器部位为六面体网格,便
于使用 Fluent 铺层功能,网格尺寸 0. 5 mm,网格数量

27
 

360;柔性软管部位使用四面体网格,便于使用 Fluent
系统耦合功能,网格尺寸 0. 2 mm,网格数量 136

 

319。 模

型尺寸、材料如表 2 所示。

图 6　 模型结构图

Fig. 6　 Schematic
 

of
 

the
 

mode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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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有限元网格划分

Fig. 7　 Finite
 

element
 

meshing
 

result

令注射器、柔性软管内流体为空气,注射器尾端为运

动面,控制其挤压进深,使空气以 0. 3 ml 的步进压缩

　 　 　 　

表 2　 模型参数

Table
 

2　 Model
 

parameters mm

模拟对象 材料 内径 外径 长度

柔性软管 硅胶 2 2. 5 40. 0

注射器 塑料 9 10. 0 47. 5

1. 5 ml,每次压缩过程用时 1 s,压缩后停留 1 s 使其状态

稳定,观察柔性软管外端面压强变化情况。 表 3 中所列

为活塞推进到步进位置时软管端面压强分布云图及压强

值,分析表可知,推进深度增加,压强增加,且软管端面压

强分布均匀。

表 3　 气相压强分布

Table
 

3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gas

推进深度 / ml 0. 3 0. 6 0. 9 1. 2 1. 5

压强

分布

云图

压强值 / kPa 14. 41 31. 98 52. 30 71. 68 85. 22

　 　 对液相环境中压强分布进行分析,注射器、柔性软管

内部材料均设为水,模型尺寸、网格划分方式、流体模型、
求解状态均与气相环境完全一致,考虑到水的不可压缩

性,在液相环境中控制注射器尾端挤压进深小于气相环

境,使水以 0. 1 ml 的步进压缩 0. 5 ml,压缩到步进位置时

停留 1 s 使其状态稳定,观察硅胶软管外端面压强变化情

况。 表 4 中所列为在活塞推进到步进位置时软管端面压

强分布云图及压强值。

表 4　 液相压强分布

Table
 

4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liquid

推进深度 / ml 0. 1 0. 2 0. 3 0. 4 0. 5

压强

分布

云图

压强值 / kPa 4. 50 9. 32 14. 50 20. 05 26. 02

　 　 根据以上仿真结果指导实验,在气相环境中,以

0. 3 ml 为步进,上位机控制微量注射泵挤压医用注射器,
使其内气体体积由 3 ml 减少至 1. 5 ml,软管端面压强由

14. 41
 

kPa 变化至 85. 22
 

kPa;液相环境中,以 0. 1 ml 为步

进,上位机控制微量注射泵挤压医用注射器,使其内液体

体积由 3 ml 减少至 2. 5 ml,软管端面压强由 4. 50
 

kPa 变

化至 26. 02
 

kPa。 可 知 两 种 环 境 中 压 强 值 均 小 于

100
 

kPa,属于微压量级。
3. 2　 气压传感特性测试

　 　 采用图 5 所示的微压传感测试系统,将医用注射器

管内充满 3 ml 空气,通过上位机控制微量注射泵挤压,使
软管内部产生压强。 以 0. 3 ml 为步进,施压使注射器内



　 第 7 期 张　 雯
 

等:多光束干涉光纤 FP 探针脉动微压传感研究 87　　　

气体体积由 3 ml 减少至 1. 5 ml,由仿真可知,软管端面所

产生压强分别为 14. 41、31. 98、52. 30、71. 68、85. 22
 

kPa,
施压到测量位置后,静置 3 ~ 5 min,待管内气体稳定采集

光谱数据。

采集气压传感特性测试初始光谱如图 8 所示,选取

3 支光纤探针在 1
 

570 nm 波段附近的特征波谷 A、B、C
作为观测点,研究气相环境中压强对光纤探针干涉光谱

的影响。

图 8　 气相环境探针初始干涉光谱图

Fig. 8　 Initial
 

interference
 

spectra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s
 

in
 

gas
 

environment

　 　 对 3 支光纤探针在气相环境施压过程中光谱数据进

行采集,如图 9 所示。 压强增大时 3 支探针光谱均向长

波方向发生红移,线性拟合结果表明,3 支探针灵敏度分

别为 8. 65、5. 12、3. 90
 

pm / kPa,线性度分别为 0. 946 7、
0. 989 9、0. 982 5,三者相比探针 A 灵敏度较高。

图 9　 气相环境探针施压光谱漂移图及线性拟合

Fig. 9　 Optical
 

spectra
 

and
 

linear
 

fitting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during
 

pressure
 

increase
 

in
 

gas
 

environment

　 　 释放注射器活塞至原处,释压过程与施压过程一致,
以 0. 3 ml 为步长,使气体体积由 1. 5 ml 恢复至 3 ml,在测

量位置使其静置采并集光谱数据,如图 10 为释压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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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气相环境探针释压光谱漂移图及线性拟合

Fig. 10　 Optical
 

spectra
 

and
 

linear
 

fitting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during
 

pressure
 

decrease
 

in
 

gas
 

environment

光谱漂移图及波谷数据拟合图。 压强减小时 3 支探针光

谱均向短波方向发生蓝移,线性拟合结果表明,灵敏度分

别为 7. 77、2. 77 和 5. 39
 

pm·kPa-1,线性度分别为 0. 981
0、0. 893 7 和 0. 934 5。 注意到释压过程前两支光纤探针

灵敏度降低,但第 3 支有所提高,这是由于压强变化过程

中探针被压缩或拉伸后产生形变未能及时恢复,后续测

试过程需待气体稳定更长时间再进行光谱采集。
3 支光纤探针的气相压力测试结果列入表 5,平均灵

敏度分别为 8. 210、3. 945 和 4. 645
 

pm·kPa-1。 可见探针

A 较其他两支探针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其原因是该探针

空气 FP 腔长较长、侧壁较薄、二氧化硅 FP 腔较短,使其

更容易被压缩、拉伸。

表 5　 气相环境探针微压灵敏度及线性度

Table
 

5　 Micro-pressure
 

sensitivity
 

and
 

linearity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in
 

gas
 

environment

探针

施压过程 释压过程

灵敏度

/ (pm·kPa-1)
线性度

灵敏度

/ (pm·kPa-1)
线性度

平均灵敏度

/ (pm·kPa-1)

A 8. 65 0. 946
 

7 7. 77 0. 981
 

0 8. 210

B 5. 12 0. 989
 

9 2. 77 0. 893
 

7 3. 945

C 3. 90 0. 982
 

5 5. 39 0. 934
 

5 4. 645

3. 3　 液压传感特性测试

　 　 采用图 5 所示的微压传感测试系统,注射器与软管

内部介质均为水,通过微量注射泵控制活塞运动挤压管

内水使光纤探针受力发生形变,光谱发生漂移,完成液压

测试。 以 0. 1 ml 为步进,施压使注射器内液体体积由

3 ml 减少至 2. 5 ml,由仿真可知,软管端面所产生压强分

别为 4. 50、9. 32、14. 50、20. 05 和 26. 02
 

kPa,活塞到达测

试位置时静置 2 ~ 3 min,待管内液体稳定后对探针光谱

采集分析。
测试之前需记录 3 支探针在液相环境中的初始光谱

样貌,如图 11 所示。 同样选取处于 1
 

570 nm 波段的波谷

特征点 A1、B1、C1 作为观测点探究液压环境中光纤探针

微压传感特性。
施压过程保持外界因素恒定,待管内液体稳定、光

谱分析仪数据稳定后记录液相环境中施压光谱漂移

图,如图 12 所示。 压强增大时 3 支探针光谱均向长波

方向发生红移,线性拟合结果表明,3 支光纤探针液相

施压灵敏度分别为 54. 85、21. 88、5. 60
 

pm·kPa-1 ,线性

度分别为 0. 937 9、0. 987 4、0. 971 6,三者相比探针 A
灵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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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液相环境探针初始干涉光谱图

Fig. 11　 Initial
 

interference
 

spectra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s
 

in
 

liquid
 

environment
图 12　 液相环境探针施压光谱漂移图及线性拟合

Fig. 12　 Optical
 

spectra
 

and
 

linear
 

fitting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during
 

pressure
 

increase
 

in
 

liquid
 

environment

　 　 释放活塞使其恢复至挤压前位置,以 0. 1 ml 为步进,
记录探针光谱释压过程中漂移量,并对特征波谷数据进

行拟合,得到光纤探针释压灵敏度与线性度情况,如

图 13 所示。 压强减小时 3 支探针光谱均向短波方向发

生蓝移,线性拟合结果表明,3 支光纤探针液相释压灵敏

度分别为 78. 59、22. 21 和 6. 04
 

pm·kPa-1,线性度分别为

0. 917 2、0. 976 3 和 0. 943 7。 注意到 3 支光纤探针释压

灵敏度均略高于施压过程,这是由于液相环境释压过程

活塞受阻较大,弹回速度较快,测量位置有所偏差,导致

光纤腔体形变量较大,反射光谱漂移量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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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液相环境探针释压光谱漂移图及线性拟合
Fig. 13　 Optical

 

spectra
 

and
 

linear
 

fitting
 

of
 

the
 

optical
 

fiber
 

FP
 

probe
 

during
 

pressure
 

decrease
 

in
 

liquid
 

environment

　 　 3 支光纤探针的液相压力测试结果列入表 6,平均灵

敏度分别为 66. 720、22. 045、5. 820
 

pm·kPa-1。 结合表

5、6 数据可知,3 支探针液相微压灵敏度均高于气相环

境,与理论推导一致,即测试环境折射率变大时,探针微

压灵敏度提高,波长漂移现象更加明显。 3 支探针相比,
探针 A 的气相、液相微压灵敏度均较高,且在液相环境内

探针 A 的微压灵敏度有较大提升,这得益于其空气 FP
腔长较长、侧壁较薄、二氧化硅 FP 腔长较短的结构特点,
使得周围环境对探针的压力很有效的转化为光纤腔体的

形变。 探针 B、C 的二氧化硅 FP 腔长相对较长,气相、液
相微压灵敏度均较低,尤其是探针 C,在液相环境内微压

灵敏度未出现较大提升。 这是由于 3 根探针中探针 C 的

二氧化硅 FP 腔长最长,导致其空气腔 FP 结构相对不敏

感,且周边环境出现压力波动时,探针端面进一步发生摇

摆,影响器件灵敏度与线性度。

表 6　 液相环境探针微压灵敏度及线性度

Table
 

6　 Micro-pressure
 

sensitivity
 

and
 

linearity
 

of
 

probe
 

in
 

liquid
 

phase
 

environment

探针

施压过程 释压过程

灵敏度

/ (pm·kPa-1)
线性度

灵敏度

/ (pm·kPa-1)
线性度

平均灵敏度

/ (pm·kPa-1)

A 54. 85 0. 937
 

9 78. 59 0. 917
 

2 66. 720

B 21. 88 0. 987
 

4 22. 21 0. 976
 

3 22. 045

C 5. 60 0. 971
 

6 6. 04 0. 943
 

7 5. 820

3. 4　 液压脉动传感特性测试

　 　 综合气、液相环境中微压传感特性数据,结合实际脉

动微压监测需求,选取光纤探针 A 作为液压脉动传感特

性测试器件。 在图 5 所示的微压传感测试系统中通过上

位机控制微量注射泵驱动电机,实现对注射器活塞步进

0. 1 ml、总量 0. 5 ml 的可控挤压,同时使其内部分别形成

0. 1、0. 5、1
 

Hz 的脉动微压环境,利用光谱分析仪监测光

谱实时变化情况。 记录活塞到达测试位置时特征波谷

A1 的波长数据,绘制五个脉动周期内探针时间-波长响应

曲线。 同时,分析光纤探针在不同脉动频率微压环境中

的重复性情况,绘制各频率下每个测量位置的误差箱线

图,如图 14 所示。
由时间-波长响应曲线可知,3 种脉动频率微压环境

中,光纤探针波长响应良好,5 个频率周期内能够完成液

相环境中的脉动微压监测。 同时注意到单个周期内去程

与回程波长数据略有差异,这是由于在脉动微压监测中

均以瞬时方式采集数据,存在压力不能静置稳定的情况。
此外,注意到频率 1

 

Hz 的脉动环境中,回程释压时波长

数据依然有向长波方向红移的趋势,这是由于 1
 

Hz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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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脉动微压时间-波长响应曲线及重复性误差箱线图

Fig. 14　 Time-wavelength
 

response
 

curves
 

and
 

repeatability
 

error
 

box
 

plots
 

of
 

pulsating
 

micro-pressure
 

measurement

中,电机对注射器活塞挤压速度较快,导致在回程过程中

探针形变未恢复到之前形变,数据出现误差。
对以上数据使用四分位距统计方法 ( interquartile

 

range,
 

IQR)进行重复性误差分析,绘制 3 种频率下光纤

探针脉动微压监测重复性误差箱线图。 由图可知,光纤

探针在施压释压的脉动微压过程中,各波长点整体变化

重复性误差较小,波动范围较窄,但在每种频率施压释压

的临界点,波长数据变化误差相比其他时间较大,这是由

于在施压-释压的临界时刻,存在挤压速度变化,导致光

纤探针出现滞后误差。

4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面向脉动微压传感的多光束干涉光纤

FP 探针,建立了探针多光束干涉波长漂移与微压传感模

型,采用化学腐蚀、放电熔接、精密切割技术制备光纤探

针器件,并对探针气、液环境下的脉动微压传感特性进行

研究,具体结论如下:
1)分析探针 3 个反射面的反射能量强度,基于多光

束干涉原理,通过理论建模、原理阐述、公式推导,建立探

针波长漂移与微压传感模型,并分析其在气、液相环境中

微压灵敏度差异。
2)采用化学腐蚀法进行光纤腐蚀,在其端面形成凹

槽,并利用电弧熔接放电技术对两段腐蚀后的光纤进行

熔接,形成气泡光纤 FP 结构,通过精密切割技术制备不

同腔长的多光束干涉光纤探针。
3)利用医用注射器、透明柔性软管、石英插芯构建微

压测试环境,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测试环境内部压强分

布情况。 在气相环境压强范围 14. 41 ~ 85. 22
 

kPa、液相

环境压强范围 4. 50 ~ 26. 02
 

kPa 的测试条件下,对 3 支光

纤探针微压传感特性进行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气、液相

环境中,探针波长均随压强增大发生红移现象,反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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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蓝移现象。 气相环境探针平均微压灵敏度可达

8. 210
 

pm / kPa, 液相环境探针平均微压灵敏度可达

66. 720
 

pm / kPa,高于气相环境,与理论模型相符。
4)选取气、液相环境中微压灵敏度最高的光纤探针

作为监测器件,进行 0. 1、0. 5、1
 

Hz 的脉动微压传感特性

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5 个频率周期内的液相脉动微压

监测过程中,探针波长响应良好,且重复性误差较小。
综上,本文提出的光纤探针结构紧凑,易于制备,同

时具有较高的微压传感特性,能够实现 1
 

Hz 频率范围内

的脉动微压监测,为液相环境中微压传感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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