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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质谱检漏仪的校准程序!它仅适用于校准将灵敏元件处于高真空系统中的检漏仪!因此

这个方法没有制订完整的验收试验!

本标准规定探索气体使用氦K+!但在适当的预防措施下"可以使用其他探索气体"如氛K+1!

本标准的应用受到检漏仪不能测定小于’1K’(O4#G-#8K’漏率漏孔限制!

本标准程序提出了测定最小可检漏率和最小可检浓度比的两个要点!它分别应用于高真空和压力大于

一个大气压的检漏仪上!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7’!本底$或残余信号%546BC<>AI;$><<98=;A4:8=CI4:%

(7’7’!本底546BC<>AI;

没有注入探索气体时"检漏仪给出的总的假象指示$本底发生在质谱管中或在电极电子系统中或同时发

生在两者中!由于离子不同于注人探索气体所产生的离子"所以该术语习惯称为指示%!

(7’7(!漂移;<=[?
本底较缓慢的改变!有效的参量是在规定的期间内测得的最大漂移!

(7’7-!噪声I>=89
本底比较快地改变!有效的参量是在规定的期间内测得的噪声!

(7’7+!氦本底D9:=AG546BC<>AI;
由检漏仪壁或检漏系统释放出氦所造成的本底!

(7(!元件6>GF>I9I?8

(E(E’!入口管路或试样入口管路=I:9?:=I9><84GF:9:=I:9?:=I9

探索气体从试验件流到检漏仪经过的管路!

(7(7(!入口阀=I:9?@4:@9
连接试样与检漏仪的阀门$见图’%"它是检漏仪的主要部件!

(7(7-!漏孔隔离阀:94B=8>:4?=>I@4:@9
安装在试验检漏仪所用的漏孔和试样入口管路之间的阀门$见图’%!

(7(7+!抽气阀FAGF@4:@9

安装在抽空试样入口管路使用的粗抽泵和管路之间的阀$见图’%!

(7(7.!放气阀@9I?@4:@9

用来引进空气或其他气体进入抽空的空间"以使那里压力增加到大气压的一个阀门$见图’%!

(7(7,!补偿控制&调零控制546B=ICK>[[6>I?<>:"a9<>6>I?<>:



检漏仪中的一种电控制!它可以改变仪表的输出 指 示"当 补 偿 控 制 用 于 使 输 出 指 示 返 回 到 刻 度 盘 的 零

时也可称为调零控制"

(7(7%!质谱管!G4888F96?<>G9?9<?A59

它是检漏仪的一个元件!探索气体在质谱管内被电离并被测定"

(7(7&!阴极![=:4G9I?

安装在质谱管内用于电离气体的#热的$电子源"

(E-!探索气体!894<6DC48
在真空测试中!作用在被检设备外表面通过漏孔进入设备或在高于一个大气压测试中!充入被检设备后

通过漏孔逸出而进行探测的气体"

(7+!漏孔!:94B8

(7+7’!漏孔!:94B

在真空技术中是一个孔洞%孔隙%渗透因素或一个封 闭 器 壁 上 的 其 他 结 构 在 压 力 或 浓 度 差 作 用 下!使 气

体从器壁的一侧到另一侧"

也可以是一个可用于向真空系统引人气体的装置"

(7+7(!通道漏孔!6D4II9::94B
可以把它理想地当做长毛细管的一个或多个不连续通道组成的漏孔"

(E+E-!薄膜漏孔!G9G5<4I9:94B
允许气流通过或渗透穿过无孔壁的一种漏孔"对于氦!这种壁可以是玻璃%石英或其他适合的材料"

(7+7+!分子漏孔!G>:96A:4<: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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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黏滞漏孔!@=86>A8:94B
漏孔的质量流率正比于流动气体黏度的倒数的一种漏孔"

(7+7,!校准漏孔!64:=5<4?9;:94B
在规定条件下!对于规定气体已知质量流量的一种漏孔"

(7+7%!标准漏孔!8?4I;4<;:94B

在标准状态下!漏率已知的校准漏孔!即漏孔一端温度为#(-L%$M!压力为#’11L.$BO4!而另一端压力

较低致使对漏率的影响可以忽略"

(7+7&!虚漏!@=<?A4::94B
在系统内!由于气体或蒸气的放出所引起的压力增加"

(7.!漏率!:94B<4?98

(7.E’!漏率!:94B<4?9

在规定条件下!规定气体通过漏孔的流量#单位为O4&G-&8K’$"

注’体积流率另一称呼是(抽速)"当规定了温度和气体分子质量时!流量和质量流率是等值的"

(7.7(!标准空气漏率!8?4I;4<;4=<:94B<4?9

在规定的标准状态下!露点低于K(.M的空气通过一个漏孔的漏量"该标准状态是入口压力 为#’11士

.$BO4!出口压力低于!BO4!温度为#(-L%$M"

(7.E-!等值标准空气漏率!9JA=@4:9I?8?4I;4<;4=<:94B<4?9

对于低于’1K%"’1K&O4&G-&8K’标准空气漏率的分子漏孔!氦#分子量+$流经这样的漏孔比空气#分子

量($71$更快!即氦流率对应较小的空气流率!规定条件下!等值标准空气漏率为 +*$ ($P17-%氦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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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检漏仪的操作!>F9<4?=>I>[?D9:94B;9?96?><

(7,7’!峰值!F94B
当检漏仪用现有的气体作扫描时!在图形记录器上显示的最大轨迹"通常检漏仪对这个探索气体是

灵敏的#$

(7,7(!调峰O94B
调整拉漏仪的扫描控制"见(7,7-#!使得由于探索气体的输人和输出信号最大$

(7,7-!扫描!864I
改变检漏仪的加速电压"或其他等值工作参数#!其改变范围内包括探索气体产生峰值的电压$

(7,7+!调谐!?AI9
在检漏技术中!调整检漏仪的一个或多个控制!使其对探索气体响应变得最大$仅利用扫描控制调谐叫

做脉冲峰化$

(7,7.!调零!a9<>
调整补偿或调零控制!使得检漏仪的输出指示在刻度盘的零处或某些其他标准点上$

(7%!灵敏度术语!89I8:?=@=?H?9<G8

(7%7’!灵敏度!89I8=?=@=?H
仪表输出变化与引起响应的输人变化的比$

(7%7(!最小可检信号!G=I=GAG;9?96?45:98=CI4:
由于引进探索气体而产生的噪声和漂移信号之和$

(E%7-!最小可检漏孔!最小可检漏率!G=I=GAG;9?96?45:9:94B!G=I=GAGK;9?96?45:9:94B<4?9
由漏孔的标准空气漏率确定的!能够用检漏仪明 显 检 出 的 最 小 漏 孔$最 小 可 检 漏 率 是 由 在 离 子 源 测 量

的探索气体的体积流率I0@和在离子源中测定的探索气体的最小分压力OC$所决定的!根据公式%

最小可检漏率PKDNI0@
最小可检漏率为最小可检信号和灵敏度之比$

注%考虑到本底&体积流率"抽速#和时间因素的测定最小可检漏率的实用程序$

(E%7+!最小可检浓度比!G=I=GAG;9?96?45:996>I69I?<4?=>I<4?=>
当混合物以规定的速率被输入检漏仪时!检漏仪能明 显 检 出 在 一 种 空 气 混 合 物 中 给 定 探 索 气 体 最 小 浓

度比$本标准中!最小可检漏率可用从观察检漏仪对已知氦K空气混合物的浓度响应比计算"见-7.#$

(7&!时间因数!)=G9[46?><8

(7&7’!时间常数6?=G96>I8?4I?

仪器或系统的输出变化所需要的时 间 间 隔!该 间 隔 是’K’9
或 由 于 突 然 输 入 变 化 而 导 致 极 限"稳 定 状

态#,-S的输出变化$

(7&7(!响应时间!<98F>I89?=G9
从零或小的漏率指示到正的或较大的漏率指示的变化所对应的时间常数$

(7&7-!清洗时间’清除时间 !6:94IAF?=G9!6:94<=IC?=G9
从正的漏率指示到一个小的或零漏率指示的变化所对应的时间常数$

注%假设响应时间和清洗时间是相等的$

0!试验条件

-7’!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是"(-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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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压力

环境压力是!’11L."BO4#当压力’11BO4偏差超过.S时$应该进行适当的校准$误差保持在.S内#

-7-!漏孔

-7-7’!概况

需要两个漏孔%一个有比较小的漏率而另一个有比较大的漏率#小漏孔用于测定最小可检漏孔$大漏孔

用于测定最小可检浓度比#小漏孔必须校准$它可以是通道型或薄膜型#大漏孔应能调整以改变它的漏率$

但这不是硬性规定的#在下列条款中$对漏孔作了规定#

-7-7(!小通道漏孔

当氦以温度!(-L%"M$压力’11BO4为条件输入漏孔和试验下的检漏仪时$它的漏率为在记录器曲线图

上产生的偏转不少于最小可检信号的.1倍!见,7’7("#检漏仪按+7-调整#应该规定漏孔 温 度 修 正 值$并

应用这个值修正漏孔在使用时和校准时的温度差#

-7-7-!小薄膜漏孔

在压力不低于’11BO4时$该漏孔应该有其自身的完整密封氦源#它的漏率应与小通道漏孔相同!见-7

-7("#应该规定漏孔温度修正值$并应用这个值修正漏孔在使用时和漏孔在校准时的温度差#

-7-7+!大!可调整"漏孔

这种孔是黏部滞漏孔$它既可以固定$又可以将漏孔 连 接 到 检 漏 仪 上!漏 孔 人 口 处 用 环 境 空 气"$当 检 漏

仪中压力升高到规定的最佳工作压力!L.1S"时进行调整#

-7+氦

纯度应达到$$S#

-7.!氦混合物

氦混合物是已知氦浓度比的氦和空气的混合物$在试验过程中$当以!(-L%"M温度和!’11L.BO4"压力

输人给大!可调的"漏孔!见-7-7+"并进人检漏仪时$使它至少产生’1倍最小可检信号偏转!见,7’7("#

可利用常压的空气做氦的混合物#不论在哪一种情 况$用 做 混 合 物 的 空 气 应 该 从 安 装 试 验 装 置 的 房 屋

墙外至少(G处得到#氦浓度比用符号RT表示$并用分子为’的分子数表示#即浓度比可以用混合物百万

分之氦量表示!体积百万分之含量"#在空气中氦的浓度比取’&(11111或百万分之五$当配置有更多氦的混

合物时$这个数据应予考虑#

注%按体积计算最新数据表明$在空气中的氦为百万分之.7(+#/:A6Q3A]72气象学简编#

&!试验装置

+E’说明

+7’7’!检漏仪

+7’7’7’!本标准所指的氦检漏仪是应用质谱 仪 原 理 的 一 种 气 体 分 析 仪#混 合 气 体 从 被 检 件 进 入 质 谱

管后首先被电离$然后分离成一系列离子束或离子簇$每个束 或 簇 理 想 地 代 表 一 种 气 体!每 个 束 的 离 子 质 荷

比相同"#在氦检漏仪中$调谐的方法是使氦束打击到 离 子 收 集 极 上!通 常$对 其 他 气 体 响 应$检 漏 仪 能 够 重

调谐"#由离子束产生的电流被放大$并且它的大小在吸入试样中是氦气分压力之量度#假设气体电离是由

电子形成一种热阴极而产生的#

+7’7’7(!检漏仪由质谱管$高真空系统!该系统 能 使 气 体 试 样 流 通 过 或 进 入 保 持 真 空 状 态 的 质 谱 管"$

电压馈送和离子流放大器组成#许多途径能够表示放大器输出$最常用的是指示电表#

但是$为了该程序的实际应用$假设输出表示在 记 录 器 图 表 上#可 使 用 一 些 降 低 输 出 的 方 法$使 大 漏 孔

被检出并且测量#检漏仪能够调整出多种不同检测水平$这种调整叫做灵敏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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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质谱管需要从试验系统中吸入气体试样并保持在真空状态下!为了从外部引导气体进入质谱

管!需要安装引入管路!管路上必须装有隔离阀"入口阀#$压力指示表!以观察在质谱管中的压力和防止超过

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

+E’7(!图表记录器

+E’7(7’!记录器应适于记录检漏仪输出信息!并应能保持记录:D以上的时间%

记录器的时间常数必须足够小!使其在检漏仪响应时间上不至于产生误差%

+7’7(7(!记录器和输出指示计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是很小的&即任何一个指示器的速度不应使产生的

信号去影响另一个指示%如果记录器 与 输 出 指 示 计 并 联!且 每 一 个 的 输 入 电 阻 是 其 共 同 的 电 源 电 阻 的(11
倍!则这个相互作用可以忽略%

+E(!试验装置

+7(7’!检漏仪连接到辅助系统上!如图’所示"辅助系统和检漏仪可认为是试验装置的一个整体#%

+7(7(!系统应含最少的橡胶或其他聚合物表面%这样的表面仅需由一个或几个’#(型圈暴露的表面组

成%因此!如图’中所示的’漏孔隔离阀(最好是全金属结构的!而使其不成为氦的重要的吸附源%

+E-!试验准备

+E-7’!检漏仪所接的电源!在电压$频率和控制上应符合制造厂的说明书%

+7-7(!在所有试验程序之前!检漏仪应按制造厂的规定’加热(%

+7-7-!在试验中!检漏仪应按制造厂规定的方法调整氦的最佳值测定%

+7-7+!如果检漏仪的真空系统允许调整体积流率"抽速#!那么!在试验时选择的流率就不应当变动%

+7-7.!当检漏仪处于最灵敏检测调整位置和使记录器的零位对应于检漏仪输出计的零位时!记录器必

须调整使其满刻度对应于输出计满刻度%

$!试验程序

.7’!概况

为了测定最小可检漏孔和"或#最小可检浓度比!规 定 检 漏 仪 在 接 近 其 极 限 灵 敏 度 下 操 作%首 先 用 漂 移

和噪声测定最小可检信号!然后以校准的漏孔做为标准测定仪表的总灵敏度%

.7(!最小可检漏孔

.7(7’!漂移和噪声测定

.7(7’7’!检漏仪输出连接到记录器上!检漏仪处于最大灵敏度位置时!关闭入口阀"见+7-#%

.7(7’7(!接通阴极!调整检漏仪的补偿"或零#控制!使记录器读数接近满刻度的.1S%

.7(7’7-!记录输出(1G=I内正向漂移输出达到满刻度!或负向漂移输出到零%

.7(7’7+!在.7(7’7-的程序起始点处开始 画 一 系 列 线 段!相 交 于.7(7’7-记 录 的 曲 线!该 线 段 以:G=I

为间隔与曲线图的时间轴"横坐标#垂直%所画的这些线段将叫做’一分线(%

.7(7’7.!漂移和噪声在,7’7’中规定%

相邻’一分线(之间的每个曲线线段画成近似直线%

.7(7(!假信号的测定

.7(7(7’!该测定需要小校准漏 孔%如 果 校 准 漏 孔 有 其 自 身 完 整 的 阀 门!且 漏 孔 和 阀 门 是 全 金 属 结 构

"除薄膜型漏孔的薄膜外#的!.7(7(可以从程序中省略%

.7(7(7(!如图:左边所示!将金属塞子连接到检漏仪上%

.7(7(7-!接通阴极!输出调零%

.7(7(7+!打开漏孔隔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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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打开抽气阀门!

注"为了安全起见#质谱管的阴极在这点可以断开!

.7(7(E,!当塞子和入口阀间的空气已被抽空时#关闭抽气阀门!

.7(7(7%!迅速地#逐渐地打开入口阀!使检漏仪中的压力达到一个稳定值#在’G=I内观察没有变化!

.7(7(7&!如果阴极没接通#接通质谱管的阴极!

.7(7(7$!当输出已经达到一个稳定值时#在任何情况下#.7(7(7%的程序开始后不多于-G=I#记下输出

读数!如果检漏仪已经位于低灵敏位置#为了调整总灵敏度#读数必须转换成等值分刻度!

.7(7(7’1!尽可能快地关闭漏孔隔离阀#’18后记下输出读数!必要时#转换读数!按.7(7(7$规定!

.7(7(7’’!关闭入口阀!

.7(7(7’(!打开放气阀!

.7(7(7’-!从入口管路中仅卸掉塞子$其他连接保持原位!

.7(7(7’+!关闭放气阀!

.7(7-!灵敏度测定

.7(7-7’!安装小校准漏孔代替.7(7(7’-中卸掉的塞子!插放漏孔的位置与安装塞子的位置一致!

.7(7-7(!接通阴极#输出调零!

.7(7-7-!打开漏孔隔离阀!

.7(7-7+!打开抽气阀!

.7(7-7.!将氦气输入漏孔#输入压力为%’11L.&BO4!如果漏孔自身有氦的供应#这个步骤应省略!

注"质谱管的阴极在.7(7-7,之前可以断开!

.7(7-7,!当校准漏孔和检漏仪之间的空气已被抽空时#关闭抽气阀门!

.7(7-7%!.E(7-7,的程序开始后#迅速打开入口阀!使检漏仪中压力达到一个稳定 值#在’G=I内 观 察

没有变化!

.7(7-7&!如果阴极没接通#接通质谱管阴极!

.7(7-7$!这时#需要改变灵敏度调整位置!当输出信号已经达到稳定值时#即在’G=I内指示的变化与

漂移比较是不大的#记下分刻度的读数!如果检漏仪 已 经 处 于 降 低 了 灵 敏 度 位 置 上#为 了 总 灵 敏 度 的 调 整#

读数必须转换成等值分刻度!

.7(7-7’1!前面步骤之后#马上开动秒表#同时尽快关闭漏孔隔离阀!即记录器曲线图做出表明时间周

期开始的标记后迅速关闭漏孔隔离阀!

.7(7-7’’!测定清除时间%见(7&&#需要连续地观察输出并当读数已经减少到在.7(7-7$中观察读数的

-%S时#停住秒表#记下秒表读数!即对于规定的输出降低#检验记录器曲线图以确定所需要的时间!

注"清除时间必须是灵敏度调整的一个函数#如果使 用 其 他 调 整#观 察 时 间 对 总 灵 敏 度 调 整 的 清 除 时 间

必须修正!

.7(7-7’(!关闭漏孔阀%见.7(7-7’1&’G=I后#读取并记下输出!灵敏度修正如.7(7-7$!

.7-!最小可检浓度比

.7-7’!概况

.7-7’7’!测定最小可检浓度比#试验检漏仪需要使用扫描氦峰的方法!该方法通常是调整加速电压和

假设%(7,7-&的情况!当检漏仅输出%分刻度&相对 于 加 速 电 压 划 出 时#便 可 以 得 到 一 曲 线#其 一 般 特 征 用 实

线标出#见图h4&!曲线在J点上升到峰值是由 于 氦 的 出 现!用 虚 线 表 示 的 流 线 型 曲 线 是 由 于 不 存 在 氦 的

情况受其他离子影响本底信号的改变!有氦存在无本底情况#所得到曲线总是对称的#在峰值任何一侧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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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衰减到零!如图h4"中所示曲线是非常接近于本底曲线和对称的纯氦曲线的直接叠加!

.7-7’7(!注意电压从曲线图的左边到右边的变化#输出首先是降低#然后增加#最后又降低!当在计上

直接观察扫描时#表明氦存在的方向改变是很容易 测 出 的!当 氦 的 输 入 逐 渐 减 少 时#方 向 改 变 得 较 小#直 到

最后得到如图h5"中实线表示一曲线!在 这 些 条 件 下#输 出 从 不 反 向#对 于 一 个 很 短 的 电 压 间 隔 来 说#它 保

持不变!这样的条件将仅用通常的直接观察来确定!在 噪 声 和 漂 移 不 存 在 情 况 下#产 生 氦 浓 度 比 的 这 个 情

况确定了最小可检浓度比!

.7-7’7-!氦本底升高的轨迹同图(4"!总的情况由图(6"表示!第一条$最下边的"实线曲线代表最小

可检浓度比!其次一条曲线代表在无注入氦的情况 下#氦 本 底 的 输 出!第 三 条 曲 线 代 表 引 入 氦 输 出 加 上 氦

本底输出!

.7-7’7+!在下列测定中#氦本底称做假信号!

.7-7’7.!在实际情况中#如上述规定的最小 可 检 浓 度 比 的 测 定#不 可 能 做 出 硬 性 修 正!为 了 计 算 一 个

灵敏度数据使用某些适宜的测定#这样得到的最小可检浓度比根据实际经验是合理的!

.7-7(!漂移和噪声的测定

.7-7(7’!检漏仪输出连接到记录器上#在它的最大灵敏度调整位置检漏时#关闭入口阀并断开阴极$见+7-"!

.7-7(7(!如图’所示和+7(7’中的进一步规定#检漏仪连接到一个辅助系统上!

.7-7(7-!大的漏孔$校准的或可调的"连接到检漏仪上#见图’!

.7-7(7+!常压的空气或$’11L."BO4压力的氦混合物供给漏孔!在使用常压空气情况下#供给管路本

身不应成为氦源#并且最好是全金属结构!

.7-7(7.!打开漏孔隔离阀!

.7-7(7,!打开抽气阀!

.7-E(7%!当在漏孔和入口阀之间的空气被抽空时#打开入口阀!

.7-7(7&!关闭抽气阀门!

.7-7(7$!若使用一个可调漏孔#调整它使在检漏仪中压力达到如-7-7+所规定的最佳值!

.7-7(7’1!接通阴极#必要时调整灵敏度控制到最高灵敏度调整位置#其值将在有刻度的记录器上显示出来!

.7-7(7’’!调整补偿控制$或零控制"#使记录器读数尽可能接近满刻度的.1S!

.7-7(7’(!记录输出(1G=I#负漂移到零或正漂移达到满刻度!

.7-7(7’-!调整灵敏度控制到总灵敏度调整位置上!如果指示偏离刻度盘#用补偿$或零"控制#使它到

中间刻度!如果不能做到#调整灵敏 度 控 制 到 最 高 灵 敏 度 调 整 位 置#在 刻 度 盘 上 将 产 生 一 个 显 示!用 补 偿

$或零"控制#使指示到中间刻度盘上!

.7-7(7’+!记录(1G=I或直到输出偏离刻度盘!这个记录叫做噪声曲线!

.7-7(7’.!漂移和噪声曲线按,7’7’处理!

.7-7-!假信号的测定

.7-7-7’!在.7-7(7’-最后所述的设备状态下#关闭漏孔隔离阀!

.7-7-7(!调整检漏仪#使最大灵敏度在刻度盘上给出读数$如果需要#为得到氦峰值#重调扫描控制"!

.7-7-7-! 当输出信号已经达到一个稳定值时#在:G=I内观察没有变化#仪器按规定扫描氦峰值!在一

般情况下#输出将产生如图(4"所示形状的曲线!该曲线是流线型的#如图中用虚线所表示!

.7-7-7+!取纵坐标.J作为氦本底之量度#J位于曲线最大值处h正好在.J下面!

.7-7-7.!如果.J不是零#以’.G=I间 隔 反 复 扫 描#直 到.J已 经 变 成 零 或 在-1G=I周 期 内 已 不 再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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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灵敏度测定

.7-7+7’!关闭进气阀!

.7-7+7(!打开漏孔隔离阀!

.7-7+E-!打开抽气阀!

注"在这点阴极可以断开!

.7-7+7+!当漏孔和入口阀之间存在的空气已抽空时#打开入口阀!

.7-7+7.!关闭抽气阀!

.7-7+7,!当在检漏仪中压力在’G=I内没有变化#即已经达到一个稳定值时#如果阴极没接通#接通阴极!

.7-7+E%!当大于漂移的输出信号$见,7(7’7’%在’G=I内显示没有变化#已经达到一个稳定 值 时#仪 器

按规定扫描氦峰值!在一般情况下#输出将产生如 图h4%所 示 形 状 的 曲 线!该 曲 线 是 流 线 型 的#如 图h4%中

用虚线所示!

2!试验结果的表示

,7’!最小可检漏孔程序

,7’7’!漂移和噪声

,7’7’7’!研究.7(7’的近似直线以得出在’G=I输出漂移曲线线段具有的最大斜率!这个最大斜率是

用每分钟的分刻度度量的并叫做漂移!如果最大斜率小于对应于记录器满刻度(S的分刻度#则在(1G=I周

期内#测定输出总$绝对%变化!这个总变化除以(1#则称做漂移!

,7’7’7(!根据每分钟噪声曲线线段#得出近似直线测定记录曲线的最大$绝对%偏差!

,7’7’7-!这些最大偏差平均值乘以(称做噪声$分刻度%!

注"在噪声测定中#任何出现大的偏差不大于记录曲线长度的一倍应略去!

,7’7(!最小可检信号$T "̂%

最小可检信号等于在:G=I内漂移和噪声绝对值之和#它 用 分 刻 度 度 量!如 果 其 和 小 于 满 刻 度(S的 分

刻度#满刻度(S的分刻度称做最小可检信号!

,7’7-!假信号的修正

.7(7(7$记录的读数减去.7(E(7’1记录的读数!如果差是负的#认为它等于零!这个差将称做&假信号

修正’#并将在,7’7+7(中应用!

,7’7+!灵敏度

,7’7+7’!这些读数已经转换成相当于在总灵敏度调整位置的分刻度#由于校准漏孔造成的未修正信号

在.7(7-7$记录的读数和.7(7-7’(记录的读数之间应该得到一个差!

,7’7+7(!由于校准漏孔的修正信号使得在未修正的信号$见,7’7+7:%和在,7’7-中假信号修正之间得

到一个差#灵敏度由下面公式计算并说明它始终与响应时间在一起!

灵敏度$与响应时间对应%P校准漏孔产生的信号(校准漏孔的标准漏率$或等值标准空气漏率%

灵敏度的单位是每单位漏率$见(7.和(7&%的分刻度$在总灵敏度调整位置上%!

,7’7.!最小可检漏孔见

,E’E(和,E’E+7(!该漏孔用下列公式计算#单位是漏率单位!

最小可检漏孔$与响应时间对应%P最小可检信号(灵敏度

,7(!最小可检浓度比程序

,7(7’!漂移和噪声

,7(7’7’!修正任何降低灵敏度的调整#如,7’7’7’规定那样从漂移曲线测定漂移!,7(7’7(如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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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7’7’7-中一样!从噪声曲线测定噪声"

,7(7(!最小可检信号

最小可检信号的计算同,7’7("

,7(7-!假信号

如果30线段#见图(4$和,7(7+%始终不是零"测定其大小并称为假 信 号&878$&分 刻 度$"如 果 检 漏 仪

是在降低的灵敏度调整位置上!878转换成在总灵敏度调整位置的等值分刻度上"

,7(E+!最小可检浓度比

在图h4$曲线上作标记点J&扫描最大值$!点.&正好在0下面$!点>&扫描最小值$和点=&正好在>下

面$!从曲线图&分刻度$横坐标&电压轴$测量点.’J和= 的距离并分别用4在和6表示这些纵坐标"如果检

漏仪是在降低灵敏度的调整位置上!纵坐标转换成为总灵敏度调整位置的等值分刻度#见图(4$%和.7-7+7%
最小可检浓度比必须用公式计算(

最小可检浓度比P=GN&6K4$)&5K4K8E8$

式中(RG****氦混合物浓度比&见-’.$+

878***假信号&见,’(’-$+

4’5和6按上述确定!或者!如果&6*4$小于最小可检信号 T "̂&见,7’7($!用公式

最小可检浓度比PRGN&T "̂$)&5K4K8E8$

.!试验报告

%E’试验结果

试验报告应包括第.章和第,章试验所得到有关结果及结果的精确度说明"

%’(试验条件

试验报告应记录试验时的有关试验条件!特别要记录所使用的试验气体和环境温度"

图’!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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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检漏仪输出与加速度电极电压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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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77

前!!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1--(!’$$+"承压无缝钢管或焊接钢 管#埋 弧 焊 除 外$%确 认 水 压 密 实 性

的超声波检测&’

无缝钢管的超声波检测已在/0().%%%K’$$,"无缝钢 管 超 声 波 探 伤 检 验 方 法&中 有 所 描 述)本 标 准 只

涉及用于确认水压密实性的焊接钢管#埋弧焊除外$的超声波检测’

依据!"#’1--(!’$$+制订本标准时)将适用范围检测外径由不小于,’,&7-GG扩大到不小于,’,GG)

增加-7-对超声波探伤仪的要求)增加.7-关于人工缺陷位置的规定)人工缺陷形状由*W+形表示为矩形或

*\+形’以保证本标准的可操作性’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标准团体#!"#成员体$的联合会)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

通常是通过!"#技术委员会来执行的)每个成员团体对技术委员会设立的题目感兴趣均可向该委员会表达)

与!"#有关联的国际组织)政府性的或非政府性的)也参加此 项 工 作’!"#与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2R$在 电 工

标准化的所有事情上都进行密切的合作’

被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初稿)将分发至各成员团体投票表决’作为一个国际标准正式出版时)至

少需要%.S以上的成员体投票赞成’

国际标准!"#’1--(由!"#()R’%钢技术委员会承压钢管交货技术条件分会"R’$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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