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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合肥智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真空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窦仁超、孙立臣、闫荣鑫、洪晓鹏、孟冬辉、刘磊、任国华、冯琪、史纪军、黄文平、

陈然、韩琰、喻新发、邵容平、王健、刘兴悦、张立伟、王勇、孙立志、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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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四极质谱仪具有检测物质种类多、检漏灵敏度高、测试结果稳定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在航天、航空、
电子、核电、真空等领域中的泄漏检测工作。但目前基于四极质谱仪泄漏检测没有统一、规范的漏率定

量检测方法和标准,以致真空及其他行业中不同单位所使用的检测方法和计算方法均不相同,使其不能

发挥完全发挥定性和定量检测的优点,同时各行业单位间的检测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四极质谱检漏

法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受到较大的限制,不利于四极质谱仪在各行业间的推广和应用。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规范四极质谱仪在产品密封性能检测过程中的方法选择、操作流程、操作步骤和

结果计算,使得不同行业和领域间基于四极质谱检漏结果具有可比性,进而提高产品密封质量,增加产

品的密封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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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技术 四极质谱检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四种常用的四极质谱检漏方法实施的一般要求,每种检漏方法在应用对象、系统组

成、检漏程序等方面的要求以及对检漏文件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真空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中采用四极质谱仪进行的泄漏检测工作,适用于部组件级、分

系统级以及系统级产品的密封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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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44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GB/T12604.7 无损检测 术语 泄漏检测

GB/T13966 分析仪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12604.7和GB/T13966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响应时间 responsetime
τ
从示踪气体施加到漏孔进气端开始,到质谱仪输出指示(扣除本底值)达到最大变化值(扣除本底值

后的漏气信号值)的63%时所经历的时间。
注:单位为秒(s)。

3.2
清除时间 clear-uptime
从漏孔进气端停止施加示踪气体开始,到四极质谱仪输出指示值(扣除本底值)下降至施加示踪气

体时的最大漏气信号值(扣除本底值)的37%时所经历的时间。

3.3
校准漏孔 standardleak
在规定条件(温度、压力)下,对一种规定气体提供已知流量的一种校准用漏孔。

3.4
正压校准漏孔 pressureleak
进气端压力高于一个大气压,出气端压力为一个大气压,对某种气体漏率已知的一种校准漏孔。

3.5
本底信号 backgroundsignal
在没有施加示踪气体时,因存在残留的示踪气体或其他会引起检漏元件响应的因素而使四极质谱

仪产生稳定或波动的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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