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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光电倍增管是一种电真空器件。它的工作原理是建

立在光电效应、二次电子发射和电子光学理论基础上的。

它的工作过程是：光子入射到光阴极上产生光电子，光

电子通过电子光学系统（聚焦系统）进入倍增系统，电

子得到倍增，通过阳极把电子收集起来。形成阳极电流

或电压输出。因此，一个光电倍增管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入射光窗、光电阴极、电子光学输入系统、二次电子倍

增系统及阳极。

图 1 光电倍增管的典型结构示意图

光电倍培管通常可以分为端窗式（head-on）和侧窗

式（side-on）两大类：端窗式光电倍增管是通过管壳顶

部接收入射光，其对应的闭极结构形式通常为透射式

（半透明）的光电阴极；侧窗式光电倍增管是通过管壳

侧面接受入射光，其对应的阴极结构形式通常是反射式

（不透明）光电阴极。

反射式

透过式

图 2 光阴极类型

窗材料（入射光窗）
光电倍增管一股采用以下窗材料。

1. 硼硅玻璃（Borosilicate glass）
硼硅玻璃是最常用的玻璃材料，可以透过从近红外至

300nm 的入射光，但不适合于紫外区的探测。由于 K40

是管子的噪声源，所以有时用于闪烁计数低本底测量

的光电倍增管，入射光窗与侧管同时使用无钾玻璃，

就是为了降低暗计数（本底）。

2. 透紫玻璃（UV glass）
这种玻璃材料就象其名字所表达的那样，可以很好地

透过紫外光，和硼硅玻璃一样被厂泛使用。其截止波

长可以接近 185nm。

3. 合成石英（synthetic quartz）
合成石英能透过 160nm 的紫外线，紫外区的吸收比熔

融石英小。需要注意的是，石英的热膨胀系数和芯柱

的玻璃材料有很大的差别，目前采用热胀渐变的封接

材料与合成石英逐渐过渡的工艺，过渡部分容易裂

开，应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此外氦气容易透过石英，

不能在氦气中使用及存放。

4. 氟化镁品体（ 2FgM ）

该材料具有很好的紫外线透过率，直到 115nm 的真空

紫外线都能透过。

5. 蓝宝石（ 32OAl ）

紫外线的透过率处于透紫玻璃和合成石英之间，其短

波截止上波长可达 150nm。

图 3 几种窗玻璃透过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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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增系统
二次电子发射倍增系统由若干倍增极组成。工作时

各电极依次加上递增的电位，二次电子在电场作用下不

断得到倍增。

倍增极有许多种类，由于它的构造、倍增极的级数

等不同使得电流增益、时间响应、均匀性、二次电子收

集效率等特性不同，要根据使用的要求作相应的选择。

1. 环形聚焦型（CC）
环形平聚焦型结构如图所示，它具有体积小、结构紧

凑、快速时问响应的特性。主要应用于侧窗型和部分

小型端窗型光电倍增管。

2. 盒栅型（BG）
这种结构包括了一系列四分之一圆柱形倍信增极，其

特点是：收集效率高、均匀性好，被广泛应用于端窗

型光电倍增管，但其时间性能稍差。

3. 直线聚焦型（LF）
具有快速时间响应特性，时间分辩率和脉冲均匀性好，

可输出大的脉冲线性电流。

4. 百叶窗型（VB）
这种结构的第一倍增极有效面积大，易制成大面积的

光电倍增管。输出电流大，增益高，多用于对时间特

性要求不高的场合。

5. 细网型（FM）

细网型结构采用封闭的精密组合网状倍增极，几乎是

平行电场加速光电子、二次电子，使其具有极强耐磁

性、一致性和输出脉冲电流大的特性。另外，当采用

交叠阳极或多阳极输出情况下，还具有位置探测功能。

普通细网型 精密细网型

6. 微通道板（MCP）
具有特别快的时间响应（0. 1-0. 3ns）与细网型一样采

用特殊形状阳极，也可作位置灵敏探测器。

7. 金属通道型（MC）
金属通道型光电倍增极结构紧凑，各个倍增极之间狭

窄的金属通道空间，使其比任何常规结构的光电倍增

管可以达到更快的时间响应速度，并适用于位置灵敏

探测。

表 2 各种倍增极的特性

注：◎表示很好， ○表示较好， △表示较差

对倍增极材料的要求是：足够大的二次发射系数，热

电子发射小，工作稳定性好。对高温光电倍增管，还要

求其倍增极高温性能好。图（4）给出了不同倍增极材

料的二次发射系数与二次电子的加速电压的曲线关系。

图 4 二次发射系数与二次电压关系曲线

阳极

阳极是最后收集电子，并给出输出信号的电极。它

与末级倍增极之间应该有最小极间电容，允许有较大的

电流密度，因此，阳极往往做成栅网状。

特性

倍增极

上升时

间(NS)

脉冲线性特

性(2%)(mA))

磁特性(mT) 均匀性
收集

效率

特征

环形聚焦型 0.9~3.0
1~10

0.1

△ ○ 小型高速

盒栅型 6~20 ○ ◎ 高收集效率

直线聚焦型 0.7~3 10~250 △ ○ 高速线性好

百叶窗型 6~18 10~40 ○ △ 用于大面积 PMT

细网型 1.5~5.5 300~1000 700~1200以上 ○ △ 高磁场用/线性好

微通道版MCP 0.1~0.3 700 15~1200 以上 ○ △ 超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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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光电倍增管特性 适用管型*

光谱学

 利用光吸收原理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光通过物质时使物质的电子状态变化而失去部分能量，叫做
吸收。利用光的吸收原理对物质进行定量分析，采用连续的
光谱对样品物质进行扫描，并利用光电倍增管检测光通过被
测物质的前后强度，即可得到被测物质吸收程度，计算出物
质的量。

1) 宽光谱响应
2) 高稳定性
3) 低暗电流
4) 高量子效
5) 低滞后效应
6) 较好的偏光特性

Y114、Y131、Y128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广泛地应用于微量金属元素的分析。对于被分析的各种元
素，需要专用的元素灯，照射在燃烧并雾化分离成原子状态
的被测物质上，用光电倍增管检测光被吸收的强度，并与预
先的标准样品比较。

Y131

 利用发光原理

发光分光光度计

样品接收外部照射光的能量会产生发光，利用单色器将这种
光的特征光谱显示出来，用光电倍增管探测出特征光谱线是
否存在及其强度，这种方法可以迅速地定性或定量地检查出
样品中的元素。 1) 高灵敏度

2) 高稳定性
3) 低暗电流

Y131、Y128

荧光分光光度计

物质受到光照射，发射出长波的发光,这种光称为荧光。荧
光分光光度计依据生物化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原理。用光
电倍增管检测荧光的强度及光谱特性，可以定性或定量地分
析样品成份。

Y131、Y1501

拉曼分光光度计

单色光照射物质后被散射，这种散射光中，有物质特有的不
同波长光混合在里面。将这种散射光（拉曼光）进行分光测
定， 可对物质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由于拉曼发光极其微
弱，因此检测工作需要复杂的光路系统，并且采用单光子计
数法。

1) 高量子效率
2) 低暗电流
3) 单光子分辨能力

Y101、Y501、Y201

其他

 液相或气相色谱
 X 光衍射仪， X光荧光分析
 电子显微镜

Y201、Y203、Y128、Y101、
Y103、Y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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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光电倍增管特性 适用管型*

质量光谱学与固体表面分析

团体表面分析

固体表面的成分和结构，可以用极细的电子、离子、光或 X
射线的束流入射到物质表面，对表面发出的电子、离子、X
射线等进行测定来分析。这种技术在半导体工业领域被用于
半导体的检查。如缺陷、表面分析、吸附等。电子、离子、
X射线一般采用电子倍增器或MCP 来测定。

1) 优良的环境适应
性

2) 高稳定性
3) 高电流增益
4) 低暗电流

Y201、Y203

环境监测

尘埃粒子计数器

尘埃粒子计数器利用大气或室内环境中悬浮的粉尘或粒子
对光的散乱或β射线的吸收原理检测尘埃粒子的密度。

1) 低暗噪声
2) 低噪声脉冲
3) 高量子效率

Y159、Y121、Y103

浊度计

当液体中悬浮粒子时，入射光会被粒子吸收、折射，此时用
眼睛看是模糊的，浊度计正是利用了光的折射和散射原理，
用数据来表示的装置。

1) 低暗噪声
2) 低噪声脉冲
3) 高量子效率

Y121

其他

 xNO 、 xOS 检测

1) 相关波长处于高
量子效率

2) 低暗电流
3) 良好的温度特性
4) 高稳定性

xNO ：Y131

xOS ：Y128、Y201

生物技术

细胞分类

细胞分类仪是利用荧光物质对细胞标定后用激光照射，将细
胞发射出的荧光、散乱光用光电倍增管进行观察，对特定的
细胞进行选别的装置。

1) 高量子效率
2) 高稳定性
3) 低暗电流
4) 高电流增益
5) 好的偏振特性

Y131
荧光计

细胞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分离细胞。为此，有一种用于对细胞、
化学物质进行解析的装置，它称为荧光计。它对于细胞、染
色体发出的荧光、散乱光的荧光光谱、量子效率、偏光、寿
命等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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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光电倍增管特性 适用管型*

医疗应用

PET
放射性同位素（ C11 、 C15 、 N18 、 F18 等）标识的试剂注
入病人体内，发射出的正电子同体内电子结合时，放出淬灭
γ线，用光电倍增管进行计数，用计算机做成体内正电子同
位素分布图的断层面，这种装置称为 PET。

1) 高能量分辨率
2) 高稳定性
3) 快速时间响应
4) 紧凑的结构

Y901、Y102

液体闪烁计数

液体闪烁计数应用于年代分析和生物化学等领域，将含有放
射性同位素的物质溶于有机闪烁体内，并置于两个光电倍增
管之间，两个光电倍增管同时检测有机闪烁体的发光。

1) 高量子辨率
2) 低热发射噪声
3) 无钾面板和侧管
4) 快速时间响应
5) 高脉冲线性

Y501、Y235

临床检查

通过对血液、尿液中微量
的胰品素、激素、残留药
物及病毒等对于抗原、抗
体的作用特性，进行临床
检查、诊断。光电倍增管
对被测同位素、酶荧光、
化学发光、生物发光物质
等标记的抗原体的量进
行化学测定。

放射免疫检查（RIA）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定

1) 高量子效率
2) 高稳定性
3) 低暗电流

Y501、Y101、Y102、Y103

酶标免疫检查（ELA）
利用酶来标定、检查化学发光及
生物发光

Y159、Y201、Y128、Y121、
Y103、Y1501

荧光化学发光免疫检测（CLIA）
用荧光或化学发光物质标定

X光时间计

在X光检查中, X 光时间计自动控制胶片的 X光曝光量。X
光到达胶片前，含有磷的屏幕将 X光转换成可见光，并用
光电倍增管探测信号。当信号数值达到预定标准时装置自动
切断X光源，以保证胶片得到准确的曝光量。

1) 高灵敏度
2) 低暗电流
3) 高稳定性

Y121、Y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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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光电倍增管特性 适用管型*

射线测定

环境检测仪

可以连续检测环境辐射水平。使用光电倍增管与闪烁体组合
的探测器，完成对低水平α射线和γ射线的检测。

1) 长时间稳定性
2) 低本底噪声
3) 较好的坪特性

Y101、GDB-235、Y201、
Y501

射线测量仪

射线测量仪采用光电倍增管与闪烁体组合而成的探测器完
成对低水平的γ射线和β射线的检测。

1) 长时间稳定性
2) 低本底噪声
3) 较好的坪特性

Y101、GDB-235、Y201、
Y501、Y103

资源调查

石油测井应用

石油测井中用以确定石油沉积位置以及储量等。内藏放射
源、光电倍增管和闪烁体的探头进入井中，分析放射源被散
射的以及地质结构中的自然射线，判断油井周围的地层类型
及密度。

1) 稳定工作在175℃
2) 抗震结构
3) 较好的坪特性

Y212、Y312、Y112

地质状况调查

利用闪烁探测器及其相应的仪器设备判断其周围地层类型、
储藏含量并进行分析。

1) 较好的温度性能
2) 抗震结构
3) 较好的坪特性

Y501、Y201、GDB-235、
Y103

工业计测

厚度计

工业生产中诸如纸张、塑料、钢材等的厚度检测，可以通过
包括放射源、光电倍增管和闪烁体的设备来实现。对于低密
度物质，比如橡胶、塑料、纸张等，采用β射线源；诸如钢
板等的高度密度物质则使用γ射线。（在电镀、蒸发控制等处，
镀膜的厚度可使用 X射线荧光光度计）

1) 宽动态范围
2) 较高的能量分辨

率

Y501、Y201、Y101、Y102、
Y103、Y301

液位计、料位计

在工业生产中，如钢铁生产、化工产品的液位，和轻工产品
的料位的控制，可通过放射源及其闪烁探测器组成的控制设
备来实现。

1) 较好的温度性能
2) 较好的坪特性

Y501、Y201、Y203、Y102、
Y103、Y301

半导体检查系统

广泛地应用于半导体芯片的缺陷检查、掩膜错位等。芯片的
缺陷检查装置中用光电倍增管检测芯片被激光照射后，尘
埃、污染、缺陷等产生的散乱光。

1) 高量子效率
2) 良好的坪特性
3) 低噪声脉冲

Y101、Y203、Y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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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光电倍增管特性 适用管型*

高能物理

 加速器实验

辐射计数器

在 2层正交排列的细长塑料体端部，使用光电倍增管测量带
电粒子通过的位置和时间。 1) 时间响应特性好

2) 小型化
3) 抗磁场特性好

Y201、Y101、Y301

TOF计数器

在电荷粒子通道中，配置二组光电倍增管与闪烁体的组合
件，通过测定粒子通过闪烁体的时间差来计算粒子的速度。

Y901

 宇宙线检测

空气浴计致器

学宙射线与地球大气撞击时，同大气原子发生作用，生成二
次粒子，并进一步生成三次粒子。这样地增加下去，称作空
气浴，这种空气浴产生的γ线经转换成为契伦柯夫辐射，由
在地面上排列成格子状的许多光电倍增管来探测。

1) 时间响应好
2) 高稳定性
3) 低暗计数

Y101、Y203



光电倍增管

8

GDB-235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基 本 特 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直径

光谱响应

范围(nm)

峰值波长

(nm)

倍增系

统级数

GDB-235 φ30.5×106 端窗式 27 300～670 420 8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灵敏度(μA/lm) 蓝光灵敏度(μA/lm) 光照灵敏度(A/lm)
阳极电压

（V）

暗电流（nA）（建

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脉冲上升

时间(ns)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800
典型值 最大值

30 60 7 9 30 50 2 12 1.4×10 5 4

极限额定值

阳极电

压(V)

阳极平均

电流(mA)

环境温度（℃）

最小 最大

1250 0.1 -30 50

Y50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基 本 特 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直径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倍增系统级数

Y501 φ51×110 端窗式 46 300～670 420 10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灵敏度(μA/lm) 蓝光灵敏度(μA/lm) 光照灵敏度(A/lm) 阳极电压（V）
暗电流（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脉冲上

升时间(ns)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1250
典型值 最 大 值

60 -- 10.5 -- 1500 2000 -- 100 2.5×107 7

极限额定值

阳极电压(V) 阳极平均电流(mA)
环境温度（℃）

最小 最大

1500 0.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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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28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

范围(nm)

峰值波

长(nm)
级数

Y128 φ28.5×94 侧窗式 8×24 160～670 390 9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灵敏

度(μA/lm)

蓝光灵

敏度(μA/lm)

光照灵敏

度(A/lm)

阳极

电压（V）
暗电流（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脉冲上升

时间(ns)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1000
典型值 最 大 值

60 -- 10.5 -- 200 600 2 30 1.5×107 2.2

极限额定值

阳极电压

(V)

阳极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250 0.1 -30 50

Y12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基 本 特 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直径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Y121 φ28.5×94 侧窗式 8×24 300～670 420 9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灵敏

度(μA/lm)

蓝光

灵敏

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

后）

电流

增益

脉冲

上升时间

(ns)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大值

30 50 6 50 600 5 10 1×107 2.2

极限额定值

阳极电压

(V)

阳极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250 0.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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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50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基 本 特 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直径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倍增系统级数

Y1501 φ28.5×94 侧窗式 8×24 170～320 250 9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辐照

灵敏度

(mA/W)

辐照

灵敏度

(A/W)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脉冲

上升时间

(ns)

最 小 值 典 型 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25 40 10000 1×10
5 1 10 1..9×107 2.2

极限额定值

阳极电压

(V)

阳极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300 0.1 -30 50

Y114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基 本 特 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直径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倍增系统级数

Y114 φ28.5×94 侧窗式 8×24 160～850 420 9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红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脉冲

上升时间

(ns)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 大 值

30 100 12.5 50 200 5 50 1×106 2.2

极限额定值

阳极电压

(V)

阳极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300 0.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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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3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基 本 特 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直径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倍增系统级数

Y131 φ28.5×94 侧窗式 8×24 160～850 420 9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红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脉冲

上升时间

(ns)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 大 值

30 150 12.5 1500 2000 3 50 1×106 2.2

极限额定值

阳极电压

(V)

阳极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300 0.1 -30 50

Y20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201 φ28.5×110 端窗式 Ф25 300～670 420 11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60 80 8 400 1000 2 10 2.5×106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4 1500 0.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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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3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203 φ28.5×86 端窗式 Ф25 300～670 420 11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60 80 8 100 400 2 10 2.5×106

Y205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205 φ28.5×110 全窗口 -- 300～670 420 11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60 80 8 100 400 2 10 2.5×106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4 1500 0.1 -30 50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4 1500 0.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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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0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301 φ25.4×43 端窗式 Ф22 300～670 420
10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60 100 8 40 180 2 20 2.5×106

Y90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901 φ25.4×55 端窗式 Ф22 300～670 420 8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60 100 8 20 100 5 50 1×106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5 1250 0.1 -30 50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0 1500 0.1 -30 50

短脚 Cut 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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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01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101 φ19×88 端窗式 Ф15 300～670 420 10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60 100 8 10 500 2 20 5×106

Y103 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103 φ13×71 端窗式 Ф10 300～670 420 10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40 100 8 30 100 2 20 1×106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2.2 1250 0.1 -30 50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2.2 1250 0.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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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12 高温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312 φ25.4×43 端窗式 Ф22 300～670 375 10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20 40 3 5 15 0.1 10 4×105

高温参数

Y212 高温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212 φ28×71 端窗式 Ф15 300～670 375 11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20 40 3 5 15 0.1 10 4×105

高温参数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1.3 1800 0.1 -30 175

暗电流

（nA）

最小坪长

（V）

典型坪中电压

(V)

温度

(℃)

正弦振动

（g）

冲击

（g）

1000 150 1550 125~175 30 1000（0.5ms）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4 1800 0.1 -30 175

暗电流

（nA）

最小坪长

（V）

典型坪中电压

(V)

温度

(℃)

正弦振动

（g）

冲击

（g）

2000 150 1650 125~175 20 100（11ms）

短脚 Cut 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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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12 高温型光电倍增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倍增系统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级数

Y112 φ18.6×86 端窗式 Ф25 300～670 375 10

光电阴极参数 阳极参数

光照

灵敏度

(μA/lm)

蓝光

灵敏度

(μA/lm)

光照

灵敏度

(A/lm)

暗电流

（nA）

（建立 30 分钟后）

电流

增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小值 最小值 典型值 典 型 值 最 大 值

20 40 3 5 15 0.1 10 4×105

高温参数

DB-100 型电子倍增器
特点 级数 入口尺寸

（mm2）

外形大小

（mm）

典型

工作电压

增益 最大

阳极电流

最大

烘烤温度

最大

工作电压

第一倍增极可更换 17 12×12 Ф24×86 2200V 5×10
6 10uA 450℃，2小时 4500V

注：级数可定制

1)、工作压强不大于 2×10
-3
Pa，最好用于无油系统；

2）、直流使用时负载电阻宜在 103-1011Ω，脉冲使用时负载电阻宜在 20-100KΩ；

3）、有磁场影响时，应使用高导磁金属屏蔽；

4）、如长时间暴露大气，使用前应烘烤，温度见上表，烘烤时压强应不大于 2×10
-3P。

典型时间响应特性 极限额定值

脉冲上升时间

(ns)

阳极

电压

(V)

阳极

平均电流

(mA)

环境温度

（℃）

最小 最大

2.9 1800 0.1 -30 175

暗电流

（nA）

最小坪长

（V）

典型坪中电压

(V)

温度

(℃)

正弦振动

（g）

冲击

（g）

2000 150 1650 125~175 20 100（1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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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28 型光电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1P39 型光电管

基本特征和一般数据 （2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基本特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GD-28 φ30×94 侧窗式 22×15 300～670 410

光电阴极参数

推荐工作电压

(V)
光照灵敏度

(μA/lm)

暗电流

(nA)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大值

24
10 40 0.1 5

型号

外形尺寸

(mm)

光电阴极

种类

最小阴极

有效面积

光谱响应范围

(nm)

峰值波长

(nm)

1P39 φ30×78 侧窗式 22×15 300～650 400

光电阴极参数

推荐工作电压

(V)
光照灵敏度

(μA/lm)

暗电流

(nA)

最小值 典型值 典型值 最大值

60

10 40 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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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计数探头

集成型光子计数探头应用于为微弱光精密测量分析领域，在生

物、医学、化学等各个领域的发光分析技术中已经得到普遍应

用。集成型光子计数探头采用光子计数法，具有计数稳定性高、

抗干扰能力强、低燥声、高探测效率等特点。

本产品能够直接输出电压脉冲，便于后续电路直接使用。

工作原理
微弱光通过探头前端面窗口入射到光电倍增管的光电面，激发出电子，电子经倍增极倍增后

被阳极收集，由阳极输出电子束脉冲，再由放大器转换为电压脉冲并放大，经甄别、整形后

转换为具有固定脉冲幅度和宽度的脉冲输出。

主要技术性能
参数 CH254 单位

光谱响应范围 300-650 nm

光探测有效面积 Ф26 mm

相对灵敏度 ≥12000 -1S

计数率线性 ≥2M -1S

本底计数率 ≤300 -1S

8 小时工作不稳定性 ≤3% %

输出脉冲
宽度（FWHM） ≤30 ns

幅度（TTL） ≥3 V

外形图（单位：mm） 使用环境

备注：

1、CH245 系列集成性光子计数探头还包括单电源（+12V）供电、高压外部可调以及宽量程等多款产

品，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详情请咨询公司相关人员。

2、CH245 系列产品可与本公司生产的 CH297-02 光子计数盒配合使用，直接输出计数值。

CH297 光子计数盒：

外形尺寸：95（长）×85（宽）×70（高）（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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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射线探测器

闪烁探测器由小型高灵敏光电倍增管（PMT）、闪烁体、屏蔽窗、分压电路、信号处理单元

等集成一体化的高性能探测器，可用于β射线计数的探测。信号经过放大、整形、幅度甄别，

输出的 TTL 信号可直接接入计数器系统使用。

使用环境
 低成本

 小型集成化

 数字信号输出

主要技术性能
参数项目 范围 单位

输入电压 +12±0.5 V

输入电流 100 mA

探测器直径 Ф20 mm

探测器长度 130 mm

探测器窗有效直径 Ф12 mm

输出信号 正向 TTL ——

最大观测计数率★1 ≥200K -1S

工作环境温度 0℃～+40℃ ℃

贮存温度 -20℃～+40℃ ℃

贮存相对湿度 ≤85% %

*1：使用活度 60µCi 的 14C 源测试（距离 2mm）。

探测器结构框图

探测器外形尺寸（单位：mm）

注：1、供电模块单电源+12V供电。输出可直接与探测器供电插头对接，图

为探测器与电源模块连接整体图。

闪烁探测器

优选光电倍增管、闪烁体、前置放大器、（高压电源）于一体，根据客户不同用

途进行灵活组装，适用于不同环境。具有结构紧凑、使用方便，高探测效率、低

噪声等特点。

输出信号
屏蔽窗 闪烁体 PMT

屏蔽窗

前放成形 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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