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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两个敏感元件，对周围环境中的“景物”产生两列噪声信号，这两列信号间具有时间差，该时间差惟

一地由相对运动的速度决定，计算出这个时间差就知道了速度值 $实验样机在 %#&’() 速度时，分辨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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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速度测量

准确地测量运动物体的速度一直是物理学和应

用技术中被人们关心的课题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研

究了许多速度测量方案，制造出相应的测量仪器，广

泛地用于各种场合下的速度测量 $ 例如，车速计、航

速计、转速计、液体（气体）流速计、工业生产和实验

室中各种运动物体的测速计，等等 $ 这些应用，都说

明了速度测量的重要性 $
近年来，随着对现有测速仪器的使用和观察研

究，作者逐渐感到它们还不是十全十美 $以机动车测

速为例，通常的车速计是用机械的或电子的方法去

测量车轴（车轮）的转速，经过适当的换算在仪表上

显示出车速 $这种测速方法的缺点是容易损坏（机械

装置），并且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准确地指示车辆的真

实速度 $原因在于车轴转速与车速的等值性并不能

绝对地得到保证：当车轮与地面间呈理想的滚动摩

擦状态时，这种测量是准确的；但当车轮与地面间有

滑动现象存在时，仪表的指示就与实际车速不符了 $
车轮打滑在实际上又极常见，在路面（或铁轨面）摩

擦力减小以及采取制动措施时都会出现 $ 其他测速

方法也都会有各自的不足之处 $

因此，不断地研究新的测量方法和新的测量仪

器，以满足不同场合的测速需要，应当是必要的并具

有应用前景的 $直接地测量运动物体相对速度，应当

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

F 一种新的速度测量方案

基于上述思考，作者近年来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试图避开中间环节，直接测速，并找到了一种可行的

方案 $
在物理学中，速度有精确的定义，它是指质点在

单位时间中的位移（平均速度）$在实验室中，就常常

是严格按照这个定义，测量运动物体经过两个标志

物所用的时间，从而求得速度值的 $然而在自然环境

中，这样做却很困难，因为这时缺少借以获取速度信

号的标志物 $即使是在各种不同等级的道路上，为了

测速去大量敷设标志物，也是极不现实的 $ 因此，能

否在不敷设参照物的情况下取得用于速度测量的信

号，就成了这种测速方法的关键 $ 研究中，通过对这

一问题进行反复的思考和实验，已取得初步成效 $
下面对其基本原理加以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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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所示，两个传感器沿着运动方向前后排

列（根据相对性原理，传感器可以是在运动物体上或

是在地面上，图中是在运动物体上），对于不同的检

测对象，传感器使用不同的类型，这里以光传感器为

例进行说明 "两个光敏管的接收面指向路边或路面

（图中示意为指向路面）"路面虽然没有明显的标志

物，但道路各处的反射系数均不相同，这是由于表面

平整度、杂质、颜色以及受污染程度等不一致而造成

的 "这样，光传感器就可以收到由不均匀的路面反射

光形成的信息，如图 !（#）所示 " 图中上面是 $ 传感

器收到的信号，称为 $ 路信号；下面是 % 传感器收

到的信号，称为 % 路信号 " 由于路面光反射强度的

随机性，两个传感器收到的信号都是杂乱无章的，如

同噪声一样，但在本测速方法中，它们又确实是有用

的信息，所以这里暂称之为噪声信号 "从表面上看起

来，这两路噪声信号似乎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仔细

加以分析比较，就能从中发现非常有用的信息：$ 路

和 % 路噪声信号“杂乱无章”的规律是一样的！

图 !
（&）测速装置示意图；（#）噪声列延迟示意图

（图中示意在 !’时刻开始采样，% 路在!! 以后出现与

$ 路相同的噪声信号）

为了方便说明这一点，在图 !（&）中，对路面平

整度进行了夸张（如果水平线是代表路面反射状况

的话，则并不是夸张的）"在图 !（#）中，在 $ 路噪声

信号上，任意截取一段，用粗黑线表示，在 % 路噪声

信号中则总是会存在形状相同的一段，只是在时间

上 % 路的这一段较 $ 路延迟了!! "这是由于 % 传感

器位于 $ 传感器的后面，对于任意的地面“景物”!）

"# ，% 传感器总是滞后于 $ 传感器到达该处 "延迟量

!! 的大小取决于 $，% 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 和它们

整体的运动速度 %，即

!! ( $ ) %，

其中 $ 是一个固定的值，因此!! 就惟一地由相对

运动的速度来决定了，它与速度成反比 "
据此，只要测量出 $ 值，并设法计算出!!，就可

以知道速度值了 "

!） 指地面反光系数不均匀处 "它具有多样性：如道路光学特性的差

异，车辆运动时的颠簸（导致反射的不同）；路旁的树木和其他非光学

量：如声学特性的差异，磁场的不均匀性等 "但限于条件，尚未能有效

地进行实验 "

* 初步的实验验证

为了能够计算出!!，曾采用模拟的和数字的方

案进行了初步实验 " 下面介绍数字的实验方案，如

图 +所示 "实验是采用武汉产 ,- . * 自开发型 /0*!
单片单板机进行的：$，% 两路信号经放大和低通滤

波后送入 ,- . * 的 1)2 输入口，由该机 $)- 转换器

（$-30/04）转变为数字信号后，被送入 5$6 中两个

不同的区域保存起来 " 由于 % 路信号滞后于 $ 路，

因此计算软件先从 $ 区（存储器内存储 $ 路信号的

区域）中取出一段数据，然后在 % 区（存储器内存储

% 路信号的区域）中寻找该数据，并计算两者相差的

存储单元数，从而得出时差!! "最后由软件将!! 转

换为速度值显示出来 "
初步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方案的正确性 "

图 +

从工作原理上说，该方案所得测量值的精度可

以是很高的，它取决于 $ 和!! " $ 系设计值，由安装

工艺来保证其精度，误差小于 !)!00（甚至 !)!000）一

般是不难的，因此关键是!! 的精度 "按本实验的计

算方法（或许会有更好的算法），!! 的精度从原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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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没有上限，它取决于在该时间内的采样点数，采集

到的数据点越多，计算结果的精度就会越高，但这要

求采集速度足够快，因而会增加硬件成本 !采样点数

! " " # #$（式中 $ 为采样周期，它等于 $#% 转换时间

与相关程序运行耗时的总和；# 是运动速度），高速

时为得到较大的 ! 值，就要求 $ 足够小，其定量关

系可由上式求出 !样机所用的 $#% 转换器 $%&’(’)，

转换速度较慢（每次采样约需 *+’!,），在高速时采样

点就较少，仅适合于中、低速测量 !样机在 -’./#0 中

等速度时，分辨率可达 *./#0! 实验表明，经 %#$ 变

换后用电流计来指示速度值，有更好的直观性 !目前

实验样机较容易受到干扰，显示尚不够稳定，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改进 !

1 结论

本文提出的这种根据噪声信号在两个传感器中

被接收及其相关性的分析来实现速度测量的方法，

经过原理性的实验，证明它是正确的 !由于是非接触

测速，所以它不仅可以用于上文所述的车辆测速，也

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制造可携带的微型测速仪、

转速仪等，其应用前景应当是光明的 !当然这还需要

进一步的努力，研制出精密的器件、探头、电路、软

件，并完善它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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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和动态·

渗入 !" 的沸石的结构分析

+’’+ 年 ( 月 *+ 日的 80@,!O;I! P;:: !第 () 卷第 ’Q--’+ 页上发表了 8;:.9I 等的论文“渗入

&, 的 R?S T 1 沸石（J;9<D:;）的结构：在膺一维空隙中的金属离子列和相关的电子”，文中发展

了 U 射线原子对分布函数（8%N）方法 !这种结构可以发展成为应用广泛的新的电极材料 !
沸石 R?S T 1 是一种由 GDV1 四面体为骨架的网格状硅酸盐，其中的空隙尺寸略小于

*4/，允许尺寸小于它的分子通过，因此它也是一种分子筛 !
沸石原来是晶态，渗入 &, 后则处于晶态和非晶态之间的中间状态，其中的晶态部分产

生 U 射线布拉格峰，由 &, 为主形成的无序部分使峰模糊并形成漫散射花样 !利用 8%N 法可

以同时获得这两类信息，但使用的 U 射线必须很强 !
作者利用 W>99.03I;4 国家实验室的 XGPG 同步辐射的 U 射线源进行了实验，使用的材料

是上述材料的粉末，使用的方法是原先用来分析玻璃态和液态、近期也用于分析晶态的 8%N
方法 !

为了和实验结果进行对比，提出了分别包含原子 &, 和离子 &, 的沸石模型 !比较的结果

说明，只有带正电荷的 &, 离子才能得到和实验符合的结果 !不仅如此，还可以得到：这些在

纳米通道中的离子形成弯弯曲曲的链 !这就是说，渗入 &, 的沸石形成了由正电荷和稀薄“电

子气”组成的“离子晶体”，从而成为稳定的无机电极材料，目前这种材料都由有机分子组成，

在室温下使用时退化得很快 !利用渗 &, 沸石无机材料还可以制成探测器、催化剂和电光通

信器件等 !
业内人士指出：以上结果说明，8%N 方法能够继续发展，以便最终弄清楚沸石中渗入原

子的作用，但目前这个方法还只能限于可以强烈散射 U 射线的重元素（&, 是 -- 号元素）!

（吴自勤编译自 80@,D=3< O;ID;Y P;::;>,，*+ $B5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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