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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20485:2017《无损检测 泄漏检测 示踪气体方法》。
本文件与ISO20485:2017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A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原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无损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广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材料研究所、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上海航天

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航天智造(上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眭霄翔、张红星、蒋建生、韩丽娜、黄隐、黄屹峰、吴刚、穆小程、郭崇武、袁翠平、

张海峰、綦磊、徐薇、徐国珍、周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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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 泄漏检测 示踪气体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示踪气体和示踪气体泄漏检测仪进行泄漏检测的技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示踪气体的泄漏检测,以检测泄漏和确定泄漏部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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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604.7 无损检测 术语 泄漏检测(GB/T12604.7—2021,ISO20484:2017,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12604.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检测原理

在被检件的边界两侧建立示踪气体分压差。示踪气体通过漏孔后,利用其化学或物理性质进行检

测。基于示踪气体化学性质的检测,其检出通常是由于化学反应在被检件表面产生局部颜色变化,因此

要求被检件目视可见。基于示踪气体物理性质的检测,通常采用反馈电信号随示踪气体分压力变化的

传感器。常用含传感器的仪器设备有以下几种:
———质谱检漏仪:用于特定示踪气体,一般为4He;
———碱离子二极管:用于卤素气体;
———电子捕获设备:用于SF6 等;
———皮拉尼真空计:用于与空气导热系数不同的示踪气体;
———光度计:示踪气体的发射或吸收频率在光度计的带通滤波频率范围内。
检测条件宜由泄漏检测人员和客户共同确定并达成一致,由泄漏检测人员详细记录到检测报告(见

第10章)。

5 示踪气体检测

5.1 真空检测(A组技术)

被检件抽真空或置于加压容器,使被检件内外壁产生压差(通常采用抽真空的方法)。采用充有示

踪气体的护罩或容器包裹被检件(整体或局部),或采用喷枪施加示踪气体到被检件外壁。通过内置或

与被检件内部相连的传感器检测泄漏至被检件的示踪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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