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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是ＧＢ／Ｔ７１６５《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标准的第３部分。该标准共包括下

列五个部分：

———ＧＢ／Ｔ７１６５．１《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ＧＢ／Ｔ７１６５．２《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２部分：放射性气溶胶（包括超铀

气溶胶）监测仪的特殊要求》；

———ＧＢ／Ｔ７１６５．３《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３部分：放射性惰性气体监测仪的

特殊要求》；

———ＧＢ／Ｔ７１６５．４《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４部分：放射性碘监测仪的特殊要

求》；

———ＧＢ／Ｔ７１６５．５《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５部分：氚监测仪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是对ＧＢ７１６５．３—１９８９的修订。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７６１３：２００２《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３部分：放射性惰

性气体监测仪的特殊要求》（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原国际标准的前言；

———用小数点“．”代替原国际标准中的小数点“，”；

———在“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将已有相应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国际标准改为我国的标准（以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代替ＩＥＣ６００２８２２７：１９８７，以ＧＢ／Ｔ７１６５．１—２００５代替ＩＥＣ６０７６１２：

２００２，以ＧＢ／Ｔ１７６２６代替ＩＥＣ６１０００，以ＧＢ９２５４—１９９８代替ＩＥＣ／ＣＩＳＰＲ２２）；

———在交流电源的电压和频率中只保留我国现行使用的内容。

本部分代替ＧＢ７１６５．３—１９８９《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三部分：惰性气体排出

流监测仪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７１６５．３—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仪表在给定期间排放的放射性气体的活度和／或放射性气体混合物成分信息的功能；

———对仪器的测量范围，由不得少于三个十进位修订为不应少于五个十进位；

———对气体参考试验源体积活度的不确定度作了修订，不确定度由不大于１０％修订为小于

７％（犽＝２）；

———对标准试验条件作了修订，增加对天然放射性惰性气体氡、静电场和化学污染的要求，减少了

预热时间；

———对指示值相对固有误差的线性要求由２０％修订为１０％；

———对指示稳定性试验要求的持续时间由５００ｈ修订为１００ｈ；

———对报警阈值稳定性试验要求的时间由５００ｈ修订为１００ｈ；

———对特定核素放射性活度监测仪，其他核素的影响由１％修订为１５％；

———对室内仪表环境温度的要求由１０℃～５０℃修订为１０℃～３５℃；

———对相对湿度试验的要求由８７％～９２％（３０℃±２℃）修订为９０％（３５℃）；

———改变影响量的试验内容中增加了对密封、机械冲击和电磁兼容性的要求；

———对空气回路试验框图进行了修订，时间影响量的量值范围由１ｈ～１００ｈ修订为３０ｍｉｎ～

１００ｈ；

Ⅰ

犌犅／犜７１６５．３—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７６１３：２００２



———“空气吸收剂量率”修订为“空气比释动能率”；

———表５参考源中增加β能量平均值。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应与ＧＢ／Ｔ７１６５．１—２００５结合使用。

本部分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核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本部分起草人：徐进财、施红。

原标准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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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３部分：放射性惰性气体

监测仪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Ｔ７１６５的本部分适用于同时、延时或顺序测量向环境排放的气态排出流中放射性惰性气体的

设备。

放射性惰性气体排出流监测仪应具有下列功能：

———测量气态排出流排放点处放射性气体的体积活度及其随时间的变化；

———当超过体积活度或排放总活度的预置值时，启动报警信号；

———确定给定期间排放的放射性气体的活度和／或放射性气体混合物的成分信息。

本部分不包括天然放射性惰性气体氡的测量。但是氡或其衰变子体的存在会影响其他（非天然）放

射性气体的测量。

本部分的目的是规定惰性气体排出流监测仪的特殊标准要求，包括技术特性和一般试验条件，并给

出可行方法的实例。

ＧＢ／Ｔ７１６５．１—２００５给出了一般要求、技术特性、试验方法、辐射特性、电气特性、机械特性、安全

特性和环境特性。除非另有说明，这些要求均适用于本部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７１６５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Ｅａ和导则：冲击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７：１９８７）

ＧＢ／Ｔ７１６５．１—２００５　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ＩＥＣ６０７６１１：

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９２５４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ＧＢ９２５４—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ＥＣ／ＣＩＳＰＲ２２：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所有部分）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ｉｄｔＩＥＣ６１０００）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７１６５．１—２００５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放射性惰性气体监测仪　狉犪犱犻狅犪犮狋犻狏犲狀狅犫犾犲犵犪狊犿狅狀犻狋狅狉

用于连续监测向环境排放的气态排出流中放射性惰性气体的设备。

４　放射性惰性气体排出流监测仪的分类

根据被测辐射类型，设备可分为：

———γ；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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