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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技术 真空设备的检漏方法选择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真空设备检漏方法选择的人员资格要求、通用要求、检漏实施的安全要求、选择程序

及选择原则、检漏方法的特征参数。
本标准适用于真空设备的检漏方法选择,适用的真空设备包括真空容器、真空管道、真空泵、真空阀

门、真空镀膜设备、真空干燥设备、真空冷冻干燥设备、表面分析设备、真空冶金设备、空间环境模拟设

备、半导体生产设备等真空设备。工作时涉及真空状态的其他设备的检漏方法选择也可参照本标准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163 真空技术 术语

GB/T944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3 术语和定义

GB/T316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漏率 leakagerate
在规定条件下,一种特定气体通过漏孔的流量。

3.2 
有效最小可检漏率 effectiveminimumdetectableleakagerate
qemin
在具体的工作条件下,检漏方法所能检出的最小漏孔漏率。

3.3 
允许漏率 acceptableleakagerate
真空设备正常工作所能接受的最大漏率。

3.4 
黏滞漏孔 viscousleak
漏孔的质量流率反比于流动气体黏度的一种漏孔。

3.5 
分子漏孔 molecularleak
漏孔的质量流率正比于流动气体分子质量平方根的倒数的一种漏孔。

4 人员资格

建议进行检漏方法选择的人员具备GB/T9445所要求的2级或2级以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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