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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化硫检测报警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六氟化硫检测报警仪 (以下简称仪器)的校准。用于检测六氟化硫的

检漏仪及与六氟化硫有关的其他检测仪器,可参照本规范的全部项目或部分项目进行

校准。

2 概述

六氟化硫检测报警仪广泛用于电力、电网、冶金、科研等使用和研究六氟化硫气体

的领域,对六氟化硫气体浓度进行分析、检测、检漏或报警。检测原理一般有紫外线电

离型、负电压电晕型、局部真空型和电子捕获型。
仪器主要由光源、电离、气路和电路等系统组成。其中,紫外电离型仪器的原理如

图1所示。光电面在汞灯的照射下发射出光电子,当待测环境空气从光电面和加速电极

之间流过时,光电子就会附着在待测气体中的O2和SF6分子上,形成负离子,由于加

速电极的作用,在加速电极和光电面之间形成电流。在调制光信号的作用下,由于空气

中的O2和SF6分子移动速度不同,当SF6分子的浓度发生变化时,电流的相位就会发生

变化,通过测量相位的变化,而测量SF6气体的浓度。

图1 紫外电离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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