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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筛检仪技术原理

PARTS 01



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告警系统（红外筛检仪）应正确安装，可自动跟踪人体额

头区域并显示体温，操作人员应经生产厂家专业培训，并严格按说明书使用。

注意事项

• 应严格按照中国国标（GB_T 19146-2010）和各地市场监管局的要求创造条件；

•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安装在室内无风或者微风的固定位置使用，室温环境在16℃~32℃，避免阳光、风和其

他热源干扰（环境温度超出16℃~32℃ ，需要安装空调，并在产品3m内无风或者微风）；

• 若安装在室外，必须搭建棚子或者板房来保证环境稳定；

• 户外阳光照射后、剧烈运动后或从温差较大的户外场景进入室内，需在室内环境平静静置5分钟后进行测试；

• 应定期校准合格后才能使用；



Q: 什么是红外辐射？
自然界中一切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273.15°C）的物体都能辐射红外能量，

红外辐射的物理本质是热辐射，也是

一种电磁波。

Q: 什么是红外热像仪？
红外热像仪将红外热辐射转换成相应

的电信号，然后经过放大和视频处理，

形成可供肉眼观察的视频图像。通俗

来讲，就是将不可见的红外辐射变为

可见的热像图，并且能反映出目标表

面的温度分布状态。

短波 长波

100µm 1µm 10µm 100µm 1mm

X光 紫外 电磁波

0.1nm 1nm 10nm 100nm 1µm

可见光

10µm 100µm 1mm 10mm 100mm 1m 10m 100m 1km 10km

可见光

超长红外

近红外

中波

检测对象
显示红外图像

探测器

处理平台软件算法
红外光学系统

可见光:0.4-0.78μm  近红外:0.78-1μm

中波红外:3-5μm    长波红外:8-14μm

红外技术 红外热成像基础原理

Q: 红外热像仪体温仪的优势？
红外热成像体温仪能够实现较远距离、

非接触的情况下多目标同时进行体温

检测，可以减少人员接触，相对安全

便捷，但它的精确性受到外环境的影

响，所以应用时应保持环境稳定。



人体的内部温度，临床上所指的体温是指平均深部

温度。人作为恒温动物，体内温度会有一个正常的

恒定范围。

体内温度体表温度

人体体表的温度，此温度不是恒定的，波动范围

随环境影响很大；红外热像仪通过接收人脸（额

头）的辐射能量进行测温。

测温技术 认识人体的温度

红外热成像测温技术实现将体表温度映射到体内温度



测温技术 为什么有时测温数据会偏离正常体温？

一般大于37.3℃就被认为发烧。人的

体内温度受环境天气、运动状态、时

间等影响在这个范围内上下波动。为

了测温精度的稳定，环境应保证稳定，

被测人员应尽量保持情绪平静，避免

剧烈运动

1. 人的体内温度通常在
35.8℃~37.2℃范围波动

热像仪根据温差成像，不同的人脸体

表部位，测得的体表温度都不同，体

内和体表温度转换模型也不同，显示

的温度也会稍有不同。为了测温稳定，

一般采集人的额头温度作为人的体表

温度，检测时不应遮挡额头。

2. 红外热像仪测的是体表温
度，通过体内温度和体表温
度的转换，显示为体内温度

3. 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测温
精度

水银体温计，接触使用，精度0.1℃；

额温枪近距离非接触使用，精度0.3℃；

根据国标，在33℃~42℃的测温范围内，

红外测温热像仪满足测温精度0.3℃，就

是较好的测温产品。这里的0.3℃，指的

是在无风、室内温度20℃左右、湿度低

于85%的实验室环境测试的精度

4. 环境因素

常见影响红外产品的测温精度有环境温

度、湿度、大气衰减、测温距离、体内

温度和体表温度的转换、空气对流等因

素。因此，红外线测温仪一般建议在室

内环境下使用。由于体表温度受环境温

度影响较大，从室外刚进入的人员额温

通常较室内的人员显著偏低，这时需要

稳定一段时间，再进行人体测温。为了

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测温时应尽可能

避免内外人流的交汇。



测温技术 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告警系统的测温原理

• 与额温枪原理类似，热成像也是通过检测人体

表面（额头）的热辐射进行测温；

• 直接测量得到的都是体表温度，一般在

31~34℃之间，不过由于37℃正常体温这个概

念深入人心，所以现在红外测温厂家基本都会

把体表温度用算法补偿映射为人体内部温度；

• 高德的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告警系统，多年

来累计了各种场景和人体体表测温数据样本量

，建立了科学的人体测温数据模型，应用现场

基于人体正常体表温度的采集，实时进行自适

应AI学习，自动完成体表到体内温度的映射。



部署、安装及应用

PARTS 02



1. 部署场景——原则
IR236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告警系统属于精密测温和成像设备，对部署应用有一定要求，注意事项如下：

• 安装环境

 设备机头所处位置需光线良好（照明度≥100Lux），应避免处于逆光的位置；

 设备机头布置位置附近3米范围内不应有空调出风口；

 设备机头所监控的视场内，不能受到光照、西晒等外界强热源的干扰；

• 机头布置

 合理布置IR236机头的位置，向下俯视角度为13°－ 15° ；

 合理布局人员检测位置和范围，IR236机头的摄像头距离被测人员的额头的位置为3.0-8.0米，最佳测试位置为5.0米；

• 黑体布置

 合理布置IR236黑体的位置，一般使黑体水平放置（要求黑体正面能全部且正对图像显示） ；

 合理布局黑体的位置，IR236黑体距离机头的位置为3.0-６.0米，最佳设置位置为5.0米；

• 被测人员要求：

 户外阳光照射后，或者剧烈运动后，需在室内环境平静适应5分钟后进行测试；

 人员从户外场景进入室内，建议经过回廊缓冲至少10秒钟后，再步入检测位置，如果室内外温差较大时，建议在室内停留2-3min

再行检测；

 确保待测人员整个面部处于设备摄像视野内，同时面部及额头不能被遮挡（帽子、围巾、墨镜、面具、退烧贴等可能遮挡面部的物

件，建议先提前摘下，适应0.5-1分钟后再进行测试。）；



1. 部署场景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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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米) 水平观测范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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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3.36

８ 5.38

机头的安装高度如果受到场地的限制，可以适当调整安装高度，建议机头安装高度不要低于

2.0米，黑体安装高度不要低于1.8米。

建议使用手机
“水准仪”软
件调整机头安
装角度

最佳安装角度为13°－ 15°

距离3.0－6.0米，最佳距离5.0米



2 安装 ：IR236全套配件清单
包装名称 包装编号 包装清单

主机箱 6-1

黑体

IR236机头

交换机

电源适配器

配件箱 6-2

插排
小音箱

DVI转VGA转接线

电源延长线
电源线*2（15米）

网线*3（15m*2+1m*1）

连接套*2

伸缩杆衬垫*2

平垫圈*2

黑体支架

螺丝包

工具包（十字螺丝刀+六角扳手组+胶带）

电脑主机箱 6-3 电脑主机

电脑显示器箱 6-4 电脑显示器

立杆包 6-5
活动杆*2

固定杆*2

底盘箱 6-6 底座*2

收货：6包装箱

 主机箱；

 配件箱；

 电脑主机箱；

 电脑显示器箱；

 立杆包；

 底盘箱；



2 安装 ：IR236全套配件清单

6-3电脑主机箱 6-1主机箱 6-4电脑显示器箱6-6底盘箱

6-2配件箱 6-5立杆包

6-1主机箱

6-2配件箱 6-5立杆包

6-6底盘箱



4 机头安装



4 机头安装

① ②

③ ④

 安装底座
 组装底盘+底

盘转接件+配
重块，用4颗
M6×25螺钉紧
固

 安装立杆和底
盘转接件，用
8颗M4×10螺
钉紧固；

 安装伸缩杆中
间连接套；

 装上图示螺钉，
先不要紧固；

 将2根长网线
和1根电源线
从支撑杆底部
穿入后从伸缩
杆的活动杆穿
出；



4 机头安装

 将伸缩杆第二
节固定在中间
转接件上；

 用转接件上的
定位螺钉将上
节伸缩杆定位
在第六个孔洞；

 将第③步安装
的螺钉紧固；

 紧固机头和立
杆，用
M10×60螺钉
紧固（机头与
支撑杆有垫
片）；

 将支撑杆顶部
穿出的2根网
线和1根电源
线插入机头的
卡槽接口；

 调整机头俯角
约15度左右；

⑤ ⑥

⑧⑦



4 黑体安装



4 黑体安装

① ②

③ ④

 安装底座
 组装底盘+底

盘转接件+配
重块，用4颗
M6×25螺钉紧
固

 安装立杆和底
盘转接件，用
8颗M4×10螺
钉紧固；

 安装伸缩杆中
间连接套；

 装上图示螺钉，
先不要紧固；

 将电源线从支
撑杆底部穿入
后从伸缩杆的
活动杆穿出；



4 黑体安装

 将伸缩杆第二
节固定在中间
转接件上；

 用转接件上的
定位螺钉将上
节伸缩杆定位
在第四个孔洞；

 将第③步安装
的螺钉紧固；

 紧固黑体机头
和立杆，用
M10×50螺钉
紧固；

 安装黑体机头
和转接件，用
4个M4×6螺钉
紧固；

 插上黑体电源
接口并打开开
关；

⑤ ⑥

⑧⑦



4 黑体安装：黑体开机及设置

电源
开关

设置键
指示灯区

 接通黑体电源
并打开电源开
关，黑体开机
显示温度为当
前环温，且会
不断升高

 点击设置键旁
边的上下键，
把黑体温度设
置为35度，再
次点击设置键
保存设置

 点击如图显示
的设置键，黑
体上会显示出
厂时的设置温
度

 等待大约15分
钟，黑体升温
结束，温度稳
定在所设定的
温度值，且指
示灯区所有指
示灯熄灭



2 安装 第四步：组装电脑和供电

1.电脑显示器AC-DC插头

2.机头电源线插头

3.电脑机箱电源线插头

4. IR236机头电源AC-DC 适配器12V
注意：当套件适配多个AC-DC适配器且DC接口相同时，
不能混用，否则存在烧坏机头的风险。

1.组装显示器，连接VGA线缆和直流供
电线缆
注意：显示屏电源适配器不能与XT236机头的电源
适配器混用

2. 机头两根长的网线接交换机，交
换机用短网线和主机箱的网口相连。
注意：交换机的电源适配器不能与其他适配器
混用，否则存在烧坏交换机的风险

3. 电脑主机的独立显卡接口经转接线
连接VGA线缆，电脑主机接入音响

机头的两根长
的网线

4.交换机适配器接入位置



３ 界面介绍

双击桌面图标，
打开软件



①功能区

②成像区

③抓图区

３ 界面介绍

实时红外图像
和可将光图像

设置功能和帮
助功能

报警抓图区



３ 界面介绍——操作流程

设置

设备管理

系统设置

添加设备

黑体区域

图像调试

图像配准

屏蔽区域

报警参数

第２步

第３步

第４步

第５步

第６步

第１步



“设置”权限登录：

第一步：点击主界面功能区

“设置”按钮，并在用户名及

密码框输入以下信息

• 用户名是：admin

• 密码是：0

第二步：点击“登录”按钮，
即可进入系统设置主界面。

３ 界面介绍——设置页面



设置—>“设备管理”选项卡

第一步：进入“设备管理”页面，
可以点击子设备列表中“搜索在
线设备”进行设备搜索，有新设
备时子设备列表框中会显示搜索
到设备

第二步：搜索到设备后点击子设
备列表中“添加设备”，即可在
设备列表框中显示该设备

注：设备出厂时一般不需要搜索
设备，设备已添加到列表中，如
开机后无图像显示再进行此操作。

３ 界面介绍——设备管理



点击“系统设置”：

系统会显示出 “报警参数”、

“屏蔽区域”、“黑体区域”、

“图标配准”、“图像调试”

和“其他”这几个标签。

３ 界面介绍——系统设置



３ 界面介绍——黑体区域

菜单—>“系统设置” —
>“黑体区域”选项卡：

第一步：首先要保证黑体出现
在图像区域中，并能清晰的显
示在图像区域中；

第二步：在图像中显示的黑体
区域的中心位置画一个边长约
２mm的正方形，并点击“保存”
键进行设置保存。



３ 界面介绍——图像调试

菜单—>“系统设置” —
>“图像调试”选项卡：

点击“可见光近焦”及“可
见光远焦”来调整可见光图
像显示区域的大小，使可见
光显示区域与红外显示区域
基本相同。



３ 界面介绍——图像配准

菜单—>“系统设置” —>“图
像配准”选项卡：
配准原则：三点确定一个面，三
个点布局成大三角形，每一点的
红外和可见光图像位置配准。
第一步：红外点1与可见光1配准
，选中红外点1，在红外画面中
用鼠标标定位置（图上显示+1）
，选中可见光点1在可见光画面
中找到与红外（+1）一致的位置
并标记；

以此类推选中配准两个通道
中的匹配点2和配点3位置；
第二步：点击“保存”按钮，并
关闭该窗口，图像配准即完成。



３ 界面介绍——屏蔽区域

菜单—>“系统设置” —>“屏
蔽区域”选项卡：

第一步：把黑体所在区域屏蔽

第二步：查看屏幕中的高温点

所在区域，如高温点出现在画

面四周，可以屏蔽四周少量区

域即可，如出现在画面中间位

置或被测人员行进的必经路线

上，则不能直接屏蔽此区域，

建议更换测试位置再行设置



３ 界面介绍——报警设置

菜单—>“系统设置” —>“报
警参数”选项卡：

第一步：钩选“高温报警设置”
中的“允许报警”选项；

第二步：设置报警温度，一般设
置为37.3 ℃ －42 ℃ ，再设置
报警目标个数，一般设置为３个
（最多可以设置成８个），点击
“保存”键进行设置保存；



３ 界面介绍——其它

菜单—>“系统设置” —>“报

警参数”选项卡：

“其它”选项卡可以设置图片

存储路径（系统默认是Ｄ：\Ｐ

icture）；

注：以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３ 界面介绍——报警设置

菜单—>“系统设置” —>“保
存”和“返回主页”选项卡：

保存：系统设置里如有相应项及
参数修改后，请点击保存；

返回主页：点击后返回到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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