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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技术常用数据表》

前言

真空科学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高技术之一。制备超纯材料需要超高真空技术，太阳
能薄膜电池及芯片制作需要清洁真空技术，航天器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设备需要大型真空容器技术。真
空科学技术已渗透到人们的教学、科研、生产过程、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们普遍
认识到了真空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真空科学技术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它
吸收了众多科学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最新成果，使自己不断地进步和发展。真空科学技术的应用标
志着国家科学和工业现代化的水平，大力发展真空科学技术是振兴民族工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本
出发点。     多年来，党和国家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真空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真空科学技术专业，培养
高层次真空专业人才；兴办真空企业，设计、制造真空产品；成立真空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发新技术，
提高真空应用水平；建立了相当规模和水平的真空教学、科研和生产体系；独立自主地生产出各种真
空产品，满足了各行业的需求，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取得丰硕的物质成果和经济效益的
同时，真空科技人员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在和真空科学技术摸、爬、滚、打的漫长岁
月中，一大批人以毕生的精力，辛勤的劳动亲身经历了多少次失败的痛苦和成功的喜悦。通过深刻的
思考与精心的整理换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些付出了昂贵代价得来的知识是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经
历了半个世纪沧桑岁月，当年风华正茂的真空科技工作者均年事已高，霜染鬓须，退居二线。唯一的
希望是将自己积累的知识、技能、经验、教训通过文字载体传承给新一代的后来人，使他们能够在前
人搭建的较高平台上工作。基于这一考虑，在兰州物理研究所支持下，我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真
空科学技术丛书》编写委员会，由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中长期从事真空科学技术研制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编写一套《真空科学技术丛书》，系统的、完整的从真空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
出发，重点叙述应用技术及应用的典型例证。这套丛书分专业、分学科门类编写，强调系统性、理论
性和实用性，避免重复性。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我国真空科学技术工作者大力合作的成果，汇集了我国
真空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希望这套丛书对21世纪我国真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做出贡献。     这套丛书像流水一样持续不断，是不封闭的系列丛书，只要有相关著
作就可以陆续纳入这套丛书出版。《丛书》可供大专院校师生，科学研究人员，工业、企业技术人员
参考。     这套丛书成立了编写委员会，设主编、副主编及参编人员、技术编辑等，由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部分真空界企业提供了资助，作者、审稿者、编辑等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感谢。 达道安 2012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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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空技术常用数据表》内容简介：真空技术是建立低于大气压力的物理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进行
工艺制作、物理测量和科学试验等所需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光学、电气、电子、石油、化工、冶金、
食品、环境保护、医药、土木建筑工程、机械、运输、可控热核反应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真空技
术常用数据表》全面收录了当代真空技术常用数据，主要内容包括大气及理想气体定律，真空管道、
挡板流导，真空元件性能参数，真空测量、真空检漏，真空容器设计，真空技术常用材料，常用数据
，真空装置热计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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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大气及理想气体定律
  1.1 大气
  1.1.1 标准状态、标准大气压
  1.1.2 大气的性质
  1.2 理想气体的物理特性
  1.2.1 理想气体压力、质量和密度
  1.2.2 气体分子热运动速度
  1.2.3 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
  1.2.4 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
  1.2.5 气体分子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的碰撞数（入射频率）
  1.2.6 气体常数R、k的单位换算
  1.3 气体的性能参数
  1.3.1 气体的热导率
  1.3.2 气体的热适应系数
  1.3.3 气体的黏滞性
  1.3.4 气体的扩散
  1.4 真空中气固界面现象
  1.4.1 气体的吸附与解吸
  1.4.2 气体在固体中的扩散、渗透
  1.5 低压下气体的电现象
  1.5.1 气体的电离
  1.5.2 荷能粒子的溅射
  1.5.3 热电子发射
  1.5.4 气体放电的伏?安特性
  1.5.5 巴耶定律
  1.5.6 辉光放电
第2章 真空管道、挡板流导
  2.1 气体流动状态的判别
  2.2 气体流量、管道流导
  2.2.1 气体流量、管道流导及流导的串并联
  2.2.2 不同气体之间管道流导换算关系
  2.2.3 黏滞流、分子流态，各种气体的流导和空气流导的关系
  2.3 孔和管道流导
  2.3.1 黏滞流、分子流圆孔的流导
  2.3.2 黏滞流、分子流圆截面管道流导
  2.3.3 传输概率--克劳辛系数
  2.3.4 弯管的流导
  2.3.5 其他各种截面形状长管道的流导
  2.4 挡板流导
  2.4.1 分子流挡板的传输概率
  2.4.2 各种挡板的传输概率和比流导
第3章 真空元件性能参数
  3.1 真空泵
  3.1.1 各种真空泵工作压力范围
  3.1.2 真空泵型号编制方法
  3.1.3 往复式真空泵型号及其基本参数
  3.1.4 爪型干式真空泵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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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水环式真空泵基本参数
  3.1.6 油封旋转机械真空泵型式与基本参数
  3.1.7 水蒸气喷射泵型式与基本参数
  3.1.8 罗茨真空泵型号与基本参数
  3.1.9 油扩散泵、油扩散喷射泵基本参数
  3.1.1 0立式涡轮分子泵基本参数
  3.1.1 1溅射离子泵型号与基本参数
  3.2 真空阀门
  3.2.1 真空阀门编制、型式与基本参数
  3.2.2 高真空插板阀型式与基本参数
  3.2.3 高真空挡板阀型式与基本参数
  3.2.4 高真空蝶阀型式与基本参数
  3.2.5 高真空电磁阀型式与基本参数
  3.2.6 低真空电磁带充气阀型式与基本参数
  3.2.7 低真空电磁压差充气阀型式与基本参数
  3.3 真空法兰
  3.3.1 橡胶密封真空法兰
  3.3.2 金属密封法兰
  3.3.3 国产超高真空CF法兰型式及尺寸
  3.4 真空管路、真空规管接头
  3.4.1 真空管路配件装配尺寸
  3.4.2 真空管道密封接头
  3.4.3 真空规管接头
第4章 真空测量、真空检漏
  4.1 真空测量
  4.1.1 真空计性能一览表
  4.1.2 静态变形真空计
  4.1.3 热传导真空计
  4.1.4 电离真空计
  4.1.5 其他种类真空计
  4.2 分压力测量（四极质谱计）
  4.2.1 四极质谱计性能参数
  4.2.2 质谱计常用数据
  4.3 真空检漏
  4.3.1 各种检漏方法一览表
  4.3.2 常用检漏方法及仪器参数
第5章 真空容器设计
  5.1 真空容器壳体设计
  5.1.1 圆筒、锥表、球形壳体容器壁厚设计
  5.1.2 钢制压力容器用封头标准
  5.1.3 封头内表面积、容积及质量计算公式
  5.1.4 封头内表面积、容积、质量数据
  5.2 真空抽气系统设计
  5.2.1 真空抽气系统设计的主要参数
  5.2.2 选泵及配泵
  5.3 真空抽气机组
  5.3.1 扩散泵抽气机组
  5.3.2 罗茨真空泵机组
第6章 真空技术常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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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真空常用材料出气速率
  6.1.1 金属材料的出气速率
  6.1.2 有机材料的出气速率
  6.1.3 无机材料的出气速率
  6.2 材料的气体渗透、吸附性能
  6.2.1 材料的渗透系数
  6.2.2 物理吸附剂材料
  6.2.3 化学吸气剂材料
  6.3 材料的蒸气压
  6.3.1 单质物质的蒸气压
  6.3.2 氟利昂的饱和蒸气压
  6.3.3 气体的饱和蒸气压
  6.3.4 无机化合物的蒸气压
  6.3.5 有机溶剂的蒸气压
  6.3.6 高温材料的蒸气压
  6.3.7 塑料、橡胶的蒸气压
  6.3.8 冰、水的蒸气压
  6.4 真空用橡胶材料
  6.4.1 橡胶的物理力学性能
  6.4.2 橡胶永久变形与硬度、温度的关系
  6.4.3 橡胶的渗透系数
  6.4.4 橡胶的真空质损率
  6.4.5 氟橡胶性能
  6.4.6 真空橡胶管、胶棒尺寸规格
  6.5 真空油、脂及封蜡
  6.5.1 机械真空泵油质量标准
  6.5.2 高真空泵油的性能
  6.5.3 真空脂的性能
  6.5.4 真空油、脂的饱和蒸气压
  6.6 真空工程常用材料性能
  6.6.1 常用材料的物理性能
  6.6.2 黑色金属材料性能
  6.6.3 有色金属材料性能
  6.6.4 玻璃、石英和陶瓷材料性能
  6.6.5 石墨、云母材料性能
  6.6.6 塑料材料性能
  6.6.7 高温真空装置材料性能
  6.7 低温工程材料
  6.7.1 低温工质的热物理性质
  6.7.2 液态空气的物理性质
  6.7.3 液态氮的物理性质
  6.7.4 液态氧的物理性质
  6.7.5 液态氢的低温性能
  6.7.6 液态氦的物理性能
  6.7.7 液化气体在低压下的饱和温度
  6.7.8 低温用绝热材料性能
  6.7.9 材料的低温物理性能
  6.7.1 0低温容器预冷参数
  6.7.1 1低温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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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常用数据
  7.1 基本物理常数
  7.2 常用计量单位换算
  7.2.1 SI基本单位及SI词头
  7.2.2 常用长度、面积、体积、质量单位的换算
  7.2.3 力、能单位换算
  7.2.4 热力学单位换算
  7.2.5 黏度单位换算
  7.2.6 气体抽速、流量单位换算
  7.2.7 气体常数、玻耳兹曼常数换算
  7.2.8 电磁单位换算
  7.3 物质的吸附热、活化能
  7.4 气体的物理性质
  7.5 低温气体性能
  7.6 物质的蒸气压
  7.7 液化气体的性质
  7.8 常用电阻材料性能
  7.9 无机物、有机物特性
  7.1 0高熔点陶瓷性能
  7.1 1高熔点材料的性能
  7.1 2熔点以上金属的性能
  7.1 3电真空材料性能
  7.1 3.1 钨钽阴极材料的性质
  7.1 3.2 电子器件常用材料退火温度
  7.1 3.3 电子器件常用材料烧氢温度
  7.1 3.4 几种金属材料电子发射参数
  7.1 3.5 热阴极饱和电流密度
  7.1 3.6 金属材料的逸出功
  7.1 3.7 真空中加热电流、电压与钨丝直径关系
  7.1 3.8 热阴极材料的热阴极电子发射密度
  7.1 4可伐合金的物理性能
  7.1 5贵金属电阻材料的性能
  7.1 6常用材料的介电常数
  7.1 7常用材料摩擦系数
  7.1 7.1 固体润滑材料摩擦系数和磨损率
  7.1 7.2 材料的滑动摩擦系数
  7.1 7.3 材料的滚动摩擦系数
  7.1 8固体润滑材料特性
  7.1 9金属基复合材料性质
  7.2 0黏结固体润滑材料特性
  7.2 1表面分析仪
  7.2 2真空镀膜
  7.2 3液态合金配制
  7.2 4真空零部件的电化学抛光
  7.2 5常用清洗溶剂的性质
  7.2 6真空技术中的有害物质
  7.2 7各种气体（蒸气）在空气中最大允许浓度、爆炸范围和自燃点
  7.2 8元素周期表
第8章 真空装置热计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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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固体的热传导
  8.1.1 各种类型热传导简图及热量计算公式
  8.1.2 金属材料热导率
  8.1.3 非金属材料热导率
  8.1.4 保温材料的热导率
  8.2 气体分子热传导
  8.3 辐射换热
  8.3.1 一个表面被另一个表面全包围辐射换热
  8.3.2 两平行表面之间辐射换热
  8.3.3 两个表面之间置入n块辐射屏
  8.3.4 各种材料的辐射率
  8.4 辐射换热角系数及其基本特性
  8.4.1 辐射换热角系数概念
  8.4.2 辐射换热角系数基本特性
  8.4.3 微元面对有限面的角系数
  8.4.4 有限面对有限面的角系数
  8.5 对流换热
  8.5.1 计算传热系数所用无量纲数
  8.5.2 传热系数计算基本公式
  8.5.3 管内受迫流动换热关联式
  8.5.4 外掠单管换热关联式
  8.5.5 外掠管束
  8.5.6 热计算用的气体及液体物理性质
  8.5.7 流体沿平板及圆板自然对流与强迫对流时传热系数计算
  8.5.8 空气中自然对流传热系数
  8.6 真空绝热
  8.6.1 高真空绝热
  8.6.2 真空多孔绝热
  8.6.3 高真空多层绝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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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2.2 选泵及配泵 5.2.2.1 主泵的选取 （1）主泵的抽气速率 根据工艺生产中最大的气
体负荷时所要求的工作压力来确定主泵的抽速。可根据公式（5-34）和公式（5-38）进行计算。考虑
到长期运转效率损失以及抽气过程中瞬时气流的不稳定性，最后选定的主泵抽速要比计算出的抽速再
大20％～30％。 （2）主泵的极限压力 首先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确定真空室的极限压力pj，再根据器
壁材料（抽气1h后或烘烤后）的出气率、暴露在真空室面积的大小计算出空载时气体的总负荷，和主
泵在真空室抽气口处的有效抽速，应用公式（5-33）进行计算。 综合大量真空系统运转的经验，所选
取的主泵的极限压力至少应比真空室的极限压力低半个数量级。 （3）主泵型式的选取 真空泵的种类
很多，选取一台使用方便、经济可靠的主泵，必须根据使用条件、工艺要求、性价比等多方面综合考
虑。选取主泵型式主要依据是： ①根据被抽气体种类、成分、温度以及气体中含灰尘杂质等进行选取
； ②根据工艺条件对油蒸气污染要求的不同，选择有油、无油或半无油真空泵； ③根据处理的气量
大小和工作压力选择低真空、高真空、超高真空泵； ④根据投资及日常维护运载的经济指标来选择。
5.2.2.2 辅助真空泵（预抽泵、前级泵）的确定 大多数高真空泵不能在大气压力下启动，必需配置预抽
泵将真空室的大气抽至主泵的启动压力后再启动主泵。配置预抽泵要根据主抽气泵的最大排气量、允
许的前级压力、被抽气体的性质以及真空室的预抽时间等因素，确定辅助真空泵及其他附加的真空元
件。大型真空系统需要分别配置预抽真空机组和维持真空机组，工作时用阀门进行切换。小型真空系
统常用一台机械真空泵，初抽时作为预抽泵，主泵启动后作为维持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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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空技术常用数据表》可供真空相关专业广大科技工作者及工艺人员使用，也可供高等学校相关专
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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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技术常用数据表》

精彩短评

1、在书店看了看，书很好！作为在真空行业混的我来说，这本书称得上是良师益友！
2、数据量中等，价格偏高，关于真空方面的详细说明不多，可做为查询有关数据参考。
3、内容丰富，但是条理不是很清醒，用一些数据前后章节都出现。
4、挺好的，很专业，物流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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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技术常用数据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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