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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tion的Shutter Fluorometer全自动植物荧光检测系统可以同时测量光化学系统PSII的光化学效率及最大光化学

量子效率。采用全球首创的快门结构使监测样本交替地处于光照和黑暗状态，无需人工干预地完成整个光淬灭分

析。灵活的软件系统允许您设定快门自动开闭时间。 

特点： 

 自闭合快门可以随时自动执行暗

适应 

 快门系统可以自动测量RLCs和NPQ 

 完全防水和结实耐用的设计可以

长期在水下使用 

 在水下一键开启自动运行程序 

 自增益和自校准功能为野外测量

自动生成正确设置 

 大容量电池供电，可接电池扩展

包 

 直连PC，控制快门传感器进行测

试 

 简洁易用的软件 

 可选尼龙外壳或316不锈钢外壳 

PSII光化学反应的量子效率被广泛地应用于测量光合

效率和胁迫。 

结合日间环境光强和两个常量，可以计算出电子传输

效率，代表进入光合系统的电子流。 

Shutter Fluorometer全自动荧光检测系统可以在陆地

和水下7*24小时地运行，完成上述和其他参数测量。 

快门传感器作为完全防水的荧光检测系统的组件，同

样可以适用于陆地及淡水环境。 

可以将多个快门传感器与水下数据采集器连接，构成

多通道自动荧光检测系统，在水下连续测量多个样品

而无需人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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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植物荧光监测系统 

功能和参数： 

 可同时测量光化学效率和最大光化

学效率 

 采用快门荧光技术，可随时测量光

下最小荧光F0
’，并计算NPQ 

 提供激活PSI的远红光 

 提供快速光曲线，诱导曲线或自定

义辐射处理的光化光 

 独立的数据采集器可以同时控制1至

15个长期测量探头 

 软件便于用户轻松设定自己想要的

测量程序 

 一次充电长达72小时的使用时间 

 50米深的防水设计，同样适合陆地

使用 

 可同时测量叶片光合有效辐射PAR和

叶片温度等指标 

 采用316不锈钢，坚固耐用的设计满

足各种野外使用环境 

 为F0
’测量提供自动暗适应 

 主效率评估和胁迫评估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光：   470nm LED光 

活化光和饱和光：  10W 白色复合LED光 

远红光：   735nm LED光 

滤光器：   Schott RG695 

减幅：    103 

增益：    电增益 

传感器测量持续时间：  5~9999 秒 

传感器打开持续时间：  用户自定义 

电池供电时间：  一次充电后连续使用72小时 

重量：    1.5 Kg 

水压耐受：   可测定50米水深 

工作温度：   2~40℃ 

存储温度：   -5~50℃ 

叶温测量：   热敏电阻 

产地与厂家：  澳大利亚A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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