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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1～6章）主要讨论洁净室的检测，下篇（第7一11章）主要介绍洁净
室的运行与管理。
    上篇主要介绍了相关的检测仪器、仪表的功能，检测的方法、步骤以及测量数据的归纳整理与监测
报告的规范化。
下篇主要根据作者几十年洁净室的设计、建设与运行管理的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的洁净室管理理念
，详细介绍了洁净室在日常管理与运行中的问题。
主要包括洁净室制度与纪律的建立、进出洁净室的材料、设备的规定、洁净服装的选择以及洁净室日
常清洁工作等。
最后，本书汇编了ISO 14644系列、ISO 14698系列标准术语和定义。
    本书结合国内外新标准及作者的经验对洁净室检测的目的、要求与方法、适用的仪器、使用要点及
检测报告，对洁净室维护与管理等方面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是一本可读性高、实用性强的好书。
    本书可用作大专院校选修课教材：本书的上篇可供相关研究机构、检测验证机构作为员工培训参考
资料，下篇可作为洁净室管理人员、运行人员、生产人员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制定洁净室相关管理
制度、章程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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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洁净室的检测类别与项目　　1.2　洁净室的竣工验收　　通常由建设方牵头，承包商、
工程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等各方共同参与，进行工程质量的全面检查、系统调试和检测，为工程全面
验收铺垫基础。
以此为目的而进行的检测称为“洁净室竣工验收检测”。
　　竣工验收应在各项工程经外观检查、单机试运转、系统联合试运转后进行。
　　1.2.1　竣工验收的外观检查　　洁净室各部分工程的外观检查，是竣工验收工作的第一步。
由建设方、承包商、工程监理部门组成验收小组对各项工程逐一检查。
除观测外观、检查施工记录、核对设计图、变更图外，对一些调节设备的灵活性，可操作性应予以关
注。
外观检查工作均应有文字记录及参与人签字。
　　洁净室各项工程的外观检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1）各种管道、自动灭火装置及净化空调设备
（空调器、风机、净化空调机组、高效空气过滤器和空气吹淋室等）的安装应正确、牢固、严密，其
偏差应符合有关规定；　　2）高、中效空气过滤器与支撑框架的连接及风管与设备的连接处应有可
靠密封；　　3）各类调节装置应严密、调节灵活、操作方便；　　4）净化空调器、静压箱、风管系
统及送、回风口无灰尘；　　5）洁净室的内墙面、顶棚表面和地面，应光滑、平整、色泽均匀，不
起灰尘，地板无静电现象；　　6）送、回风口及各类末端装置、各类管道、照明和动力线配管以及
工艺设备等穿越洁净室时，穿越处的密封处理应严密可靠；　　7）洁净室内各类配电盘、柜和进入
洁净室的电气管线、管口应密封可靠；　　8）各种刷涂、保温工程应符合有关规定。
　　1.2.2　竣工验收的调试工作　　1）凡有试运转要求的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
有关规定。
属于机械设备的共性要求，还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机械设备施工安装方面的有关行业标准。
　　通常洁净室需进行单机试运转的设备有空调机组、送风增压风机箱、排风设备、净化工作台、静
电自净器、洁净干燥箱、洁净储物柜等局部净化设备，以及空气吹淋室、余压阀、真空吸尘清扫设备
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洁净室的检测与运行管理>>

编辑推荐

　　洁净室（区）的日常运行和维护管理是保障其受控状态持续的重要条件。
因此，国内外相关的标准、规范和指南中对运行和维护管理制定了各种基本模式与要求，提供了一系
列可参照的章程和方法，为洁净室（区）的管理建立了依据。
 本书结合国内外新标准及作者的经验对洁净室检测的目的、要求与方法、适用的仪器、使用要点及检
测报告，对洁净室维护与管理等方面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还归纳整理了相关的检测仪
器、仪表的功能、检测的方法、步骤以及测量的数据与规范化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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