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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５４６３—２００８《静电安全术语》。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５４６３—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内

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１章）；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中提及的引用文件列入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２００８年版的

第２章）；　

———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３章调整到第２章；

———将术语“线电荷密度”“面电荷密度”“体电荷密度”“表面电阻”“体积电阻”“电阻率”“表面电阻

率”“体积电阻率”调整到第４章（见４．１～４．５、４．１６、４．２１、４．２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

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７）；

———修改了术语“静电学”“电荷”“束缚电荷”“自由电荷”“电荷密度”“电介质”“电量”“库仑定律”

（见２．２、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１、２．３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３．９、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７、

３．１８、３．１９）；

———删除了术语“系统电阻”（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３４）；

———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４章和第５章合并为第３章；

———增加了术语“摩擦带电电压”“静电（放电）敏感度”“静电（放电）抗扰度”“摩擦电效应”（见３．９、

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２）；

———修改了术语“静电放电”“辉光放电”“电介质击穿”“接触电位差”“静电中和”“离子电流”（见

３．１９、３．２５、３．３２、３．３９、３．４６、３．５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５．６、５．１３、４．２５、５．２）；

———删除了术语“静电敏感度”（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９）；

———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７章调整到第４章；

———增加了术语“系统对地电阻”“纤维泄漏电阻”“带电器件模型”“电极”“极对地电容”“极对地电

阻”“静电压半衰期”“屏蔽效率”“人体对地电阻”“接触式电压测量”“非接触式电压测量”（见

４．６～４．９、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０）；

———修改了术语“表面电阻”“表面电阻率”“体积电阻”“体积电阻率”“机器模型”“人体模型”（见

４．２～４．５、４．１０、４．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６、３．３７、７．１、７．３）；

———删除了术语 “人体模型静电放电测试器”“机器模型ＥＳＤ检测器”“带电装置模型”“静电场探

测仪”（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２、７．４、７．５、７．７）；

———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８章调整到第５章；

———增加了术语“静电防护区”“不发火导（防）静电地面”“残余电压”“长效性防静电材料”“导静电

地面”“防静电地面”“导静电地网”“电缆放电现象”“防静电接地干线”“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

“防静电接地引出线”“防静电接地支线”“鞋束接地装置”“鞋束（接地）系统电阻”“接地连接点”

“接地线”“静电安全电压”“静电（放电）防护”“软接地”（见５．３、５．７～５．１２、５．１５～５．１９、５．２３、

５．２４、５．２７～５．２９、５．３３、５．４８）；

———修改了术语“静电安全”“本质安全电路”“间接静电接地”“接地”“静电（放电）损伤”“静电危害”

“静电危险场所”“抗静电”（见５．１、５．６、５．２２、５．２５、５．３２、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１、８．３９、

８．１７、８．１５、８．１０、８．３、８．４１、８．１１）；

———删除了术语“静电安全工程技术”“二次事故”“ＥＳＤ保护区”“直接静电接地”“静电喷漆”“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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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器”“离子化静电消除器”“外加电源式静电消除器”“自感应式静电消除器”“放射性静电消

除器”“增湿”（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２、８．８、８．１４、８．１６、８．２２～８．２７、８．３３）；

———第６章标题修改为“静电防护”；

———增加了术语“可接地静电服”“防静电工作帽”“防静电手套”“腕带”“防静电包装”“静电屏蔽材

料”（见６．２、６．３～６．５、６．１４、６．２４）；

———修改了术语“防静电服”“防静电鞋”“导电鞋”“导静电地板”“导电纤维”“耗散（静电）地板”“静

电亚导体”“静电耗散材料”（见６．１、６．６、６．７、６．９、６．１７、６．１８、６．２１、６．２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１５～

６．１７、６．１９、６．７、６．２０、６．２、６．６）；

———删除了术语“防静电织物”（２００８年版６．１４）。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华测检测

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上海兴诺康纶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ＡＢＢ低

压电器有限公司、日照市太阳鸟贸易有限公司、中认尚动（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保定三源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文芬、宫国卓、马红、刘泽华、刘基、罗穆夏、陈倬为、季启政、赵丹青、王农、

周丽、吴蔚、房树基、马如海、陈太球、张鹏、袁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４６３—１９９５、ＧＢ／Ｔ１５４６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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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电 安 全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静电安全专业领域使用的术语，包括基本概念、静电起电、积聚和消散、静电测量与检

测、静电安全及灾害预防和静电防护等。

本标准适用于与静电安全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

２　基本概念

２．１

静电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

处于相对静止的电荷（２．１３）。静电可由物质的接触与分离、静电感应（２．２７）、介质极化和带电微粒

的附着等物理过程而产生。

２．２

静电学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狊

研究在没有电流的情况下，与静电场（２．２５）有关现象的学科。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３．１．５３］

２．３

静电现象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

由于带电体（２．４）的静电场（２．２５）作用而引起的静电放电（３．１９）、静电感应（２．２７）、介质极化以及静

电力（２．２８）作用等各种物理现象的统称。

２．４

带电体　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犲犱犫狅犱狔

正负电荷数量不相等，对外界显示电特性的物体或系统。

２．５

带电区　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犲犱犪狉犲犪

带电体（２．４）上积聚静电（２．１）的部位。

２．６

带电体上的电荷　犮犺犪狉犵犲狅狀犪犮犺犪狉犵犲犱犫狅犱狔

带电体（２．４）中，正极性电荷的总量与负极性电荷的总量之代数和。

２．７

导体电容　犮犪狆犪犮犻狋犪狀犮犲狅犳犪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犆

导体的电荷（２．１３）与其电位（２．２２）的比值为一常数，该常数即为导体电容。它表征导体容纳电荷

的能力。

注：电容用法拉表示。

２．８

电场强度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犳犻犲犾犱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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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静电场（２．２５）对位于场中的电荷（２．１３）具有作用力这一基本性质和方向的物理量。静电场

（２．２５）中任一点电场强度的大小和方向与单位正电荷在该点所受的作用力均同。

注１：电场强度用牛顿／库仑或伏特／米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３．１．３９。

２．９

电导率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σ

表征材料导电性能的物理量。其与电场强度（２．８）之乘积等于传导电流密度。

注１：电导率用西门子／米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３．１．５９。

２．１０

空气电导率　犪犻狉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空气在电场的影响下传导（通过）电流的能力。

２．１１

有效电导率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绝缘性液体带电后的电导率（２．９）。

２．１２

静止电导率　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绝缘性液体在静止的、不带电状态下的电导率（２．９）。

２．１３

电荷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犮犺犪狉犵犲

犙

可加性标量，与基本粒子和宏观物质相关联，以表征它们间的电磁相互作用。

注：电荷用库仑表示。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１．３８］

２．１４

束缚电荷　犫狅狌狀犱犮犺犪狉犵犲

介质中处于约束状态，只能在一个原子或分子的范围内做微小相对位移的电荷（２．１３）。

２．１５

自由电荷　犳狉犲犲犮犺犪狉犵犲

能自由移动的电荷（２．１３）。

２．１６

电荷密度　犮犺犪狉犵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在准无限小体积犞 的体积元中的给定点，等于体积元内的总电荷犙 除以体积犞，为标量。

计算公式为：

ρ＝
犙

犞

　　式中：

ρ ———电荷密度；

犙———电荷；

犞 ———体积。

２．１７

质量电荷密度　犮犺犪狉犵犲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犿犪狊狊

荷质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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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单位质量所带的电荷量（２．２１）。

２．１８

电介质　犱犻犲犾犲犮狋狉犻犮

能够被电极化的介质，在特定的频带内时变电场在其内给定方向产生的传导电流密度分矢量值远

小于在此方向的位移电流密度的分矢量值。

注：改写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３．１．６６。

２．１９

电介质极化　犱犻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狆狅犾犪狉犻狕犪狋犻狅狀

呈电中性状态的电介质（２．１８），在外电场的作用下，其表面或内部出现正、负束缚电荷（２．１４）的

现象。

２．２０

电离　犻狅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中性原子或分子由于外界作用分离成正离子和负离子的过程。

２．２１

电量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狇狌犪狀狋犻狋狔

电荷量　ｃｈ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犙

物体上正负电荷数量之差表现出的宏观量值。若在两个相互绝缘的导体之间，其电容为犆，电压为

犞，导体上所存储的电荷量为犙，计算公式为：

犙＝犆×犞

　　式中：

犙 ———电量；

犆 ———电容；

犞 ———电压。

注１：电量用库仑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３．１．３８。

２．２２

电势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

电位

φ

静电场（２．２５）中某点的电势值等于把单位正电荷从该点移至参考点处，静电场力所作的功，它亦等

于单位正电荷在该点的静电势能。

注１：电势用伏特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３．１．４０。

２．２３

电中性体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狀犲狌狋狉犪犾犫狅犱狔

在常态下，正负电荷数量相等（即电荷代数和为零），对外界不显示电特性的物体或系统。

２．２４

极化电荷　狆狅犾犪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犵犲

由于电介质（２．１８）极化而在其表面或内部出现的束缚电荷（２．１４）。极化电荷也能激发电场。

２．２５

静电场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犳犻犲犾犱

静电荷在其周围空间所激发的电场。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其基本特征是对位于该场中的其他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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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２．１３）施以作用力。

注：改写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３．１．５１。

２．２６

静电电压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狏狅犾狋犪犵犲

物体受外界作用后，其上积累的相对稳定的电荷（２．１３）所产生的对地电压（３．３３）。

２．２７

静电感应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

在静电场（２．２５）影响下引起导体上电荷（２．１３）重新分布，并在其表面产生电荷（２．１３）的现象。

２．２８

静电力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犳狅狉犮犲

由于带电体（２．４）的静电场（２．２５）作用，使其附近带电体受到电的作用力。

２．２９

静电容量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犮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狔

犆

对地绝缘的导体具有蓄积电荷（２．１３）的能力，静电容量是表示其蓄积电荷能力的物理量。

注：静电容量用法拉表示。

２．３０

绝对电容率　狆犲狉犿犻狋狋犻狏犻狋狔；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描述电介质（２．１８）极化性能的物理量。其与电场强度（２．８）之乘积等于电位移［电通密度］。

２．３１

相对电容率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狆犲狉犿犻狋狋犻狏犻狋狔

相对介电常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一种介质的电容率ε与真空电容率（２．３２）ε０之比。

计算公式为：

εｒ＝
ε

ε０

　　式中：

εｒ———相对电容率；

ε———介质电容率；

ε０———真空电容率。

２．３２

真空电容率　狆犲狉犿犻狋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犳狉犲犲狊狆犪犮犲

真空介电常数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ｖａｃｕｕｍ

在国际单位制下，在库仑定律（２．３３）的公式中引入的一个有量纲的常量，常用ε０表示。

计算公式为：

ε０＝
犇

犈

　　式中：

犇 ———电位移；

犈 ———电场强度。

２．３３

库仑定律　犮狅狌犾狅犿犫’狊犾犪狑

表述两个静止的点电荷之间电场力定量关系的基本定律。是指在真空中，两个静止的点电荷狇１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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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２ 之间的静电力犉（２．２８），其大小与两个电荷（２．１３）所带的电量（２．２１）成正比，与点电荷的距离狉的平

方成反比。作用力的方向沿着两点电荷的连线方向，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２．３４

人体电容　犮犪狆犪犮犻狋犪狀犮犲狅犳犺狌犿犪狀犫狅犱狔

人体对地或对其他客体所构成的电容，与人体位置、人体姿势、鞋和地面及其他客体等因素有关。

２．３５

人体电阻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犺狌犿犪狀犫狅犱狔

人的体内电阻与皮肤电阻之总称。

２．３６

人体静电　狊狋犪狋犻犮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狅狀犺狌犿犪狀犫狅犱狔

人体由于自身行动或与其他带电物体相接触或相接近，在人体上产生并积聚的静电（２．１）。

３　静电起电、积聚和消散

３．１

静电起电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由于物体的接触分离、静电感应（２．２７）、介质极化和带电微粒的附着等原因，使物体正负电荷失去

平衡或电荷分布不均，在宏观上呈现带电的过程。

３．２

静电起电序列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犻犲狊

根据两种物质相互接触时产生静电（２．１）的极性，将各种物质依次排成的序列。两种物质接触时，

序列中位置靠前者带正电，靠后者带负电。

３．３

剥离起电　狊狋狉犻狆狆犻狀犵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剥开分离两个紧密结合的物体时引起正负电荷分离而使两物体分别带电的过程。

３．４

感应起电　犻狀犱狌犮犲犱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由于静电感应（２．２７）使导体带电的过程。

３．５

极化起电　狆狅犾犪狉犻狕犲犱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外电场作用下，由于介质极化而使其界面出现束缚电荷（２．１４）的过程。

３．６

沉降起电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相互混合、接触的各种固体微粒、液体、气体，由于比重差异发生沉降，使在不同物质交界面上形成

的偶电层发生正负电荷分离而产生静电（２．１）的过程。

３．７

沉降电位差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

由于沉降起电（３．６），使容器内液体的上下部分分别带上异号电荷而形成的电位差。

３．８

流动起电　狊狋狉犲犪犿犻狀犵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液体类物质与固体类物质接触时，在接触界面形成整体为电中性的偶电层。当此两类物质作相对

运动时，由于偶电层被分离，电中性受到破坏而出现的带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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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摩擦带电电压　犳狉犻犮狋犻狅狀犪犾狏狅犾狋犪犵犲

用摩擦方法使物体带电的表面对地电位差。

注：改写ＧＢ／Ｔ１２７０３．５—２０１０，定义３．１。

３．１０

摩擦起电　狋狉犻犫狅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用摩擦的方法使物体带电的过程。

３．１１

滴下起电　犱狉狅狆狆犻狀犵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当附着在器壁等固体表面上的珠状液体逐渐增大，由于自重形成的液滴，在坠落脱离时而产生静电

（２．１）的过程。

３．１２

溅泼起电　狊狆犾犪狊犺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当液体溅（或泼）出时，微小的非湿润液滴落在物体表面并在其界面产生偶电层。由于液滴的惯性

滚动而发生电荷分离，使液滴及物体分别产生正负电荷的过程。

３．１３

喷射起电　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固体、粉体、液体或气体类物质从小截面喷嘴高速喷射时，由于微粒与喷嘴和空气发生迅速摩擦而

使喷嘴和喷射物分别带电的过程。

３．１４

喷雾起电　狊狆狉犪狔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喷射在空间的液体类物质由于扩散和分离，形成微小液雾和新的界面，当此偶电层被分离时产生静

电（２．１）的过程。

３．１５

碰撞起电　犮狅犾犾犻狊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粉体类物体中于粒子与粒子或者粒子与固体之间发生碰撞，形成快速的接触分离而产生静电（２．１）

的过程。

３．１６

破裂起电　犮狉犪犮犽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物体破裂时发生电荷分离，由于正负电荷平衡受到破坏而产生静电（２．１）的过程。

３．１７

吸附起电　犪狋狋犪犮犺犲犱犲犾犲犮狋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物体由于吸附场所中的带电微粒而使之产生静电（２．１）的过程。

３．１８

静电积聚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由于某种起电因素使物体上静电起电（３．１）的速率超过静电消散（３．２０）的速率而在其上呈现静电

荷的积累过程。

３．１９

静电放电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两个具有不同静电电位（２．２２）的物体，由于直接接触或静电场（２．２５）感应引起的两物体间的静电

荷的快速转移。

［ＧＢ／Ｔ３２３０４—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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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

静电消散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狊犻狆犪狋犻狅狀

静电衰减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荷（２．１３）由于静电中和（３．４６）、静电泄漏（３．２１）、静电放电（３．１９）而使电荷

（２．１３）部分或全部消失的过程。

３．２１

静电泄漏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犾犲犪犽犪犵犲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荷（２．１３）通过带电体自身或其他物体等途径，向大地传导而使电荷部分或全部

消失的现象。

３．２２

传播型刷形放电　犫狉狌狊犺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狑犻狋犺狆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犿

在高速起电场所及静电非导体（６．２０）背面衬有接地导体的情况下，在静电非导体（６．２０）上所发生

的放电能量集中、引燃能力强，并带有声光特征的一种放电。

３．２３

电晕放电　犮狅狉狅狀犪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发生在不均匀电场中的电离放电现象。电晕放电时，在电极（４．９）周围有微弱发光的电晕层。

３．２４

电晕风　犮狅狉狅狀犪狑犻狀犱

电晕放电（３．２３）时，由于电场力的作用，使空气电离（２．２０）产生的离子飞离电极（４．９）并带动中性分

子而形成的气流。

３．２５

辉光放电　犵犾狅狑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一种自持气体导电（３．５５），其大多数载流子为二次电子发射所产生的电子。

３．２６

火花放电　狊狆犪狉犽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由于分隔两电极（４．９）间的空气或其他电介质（２．１８）材料突然被击穿，使电流急剧上升，电压急剧

下降，引起带有瞬间闪光、并有集中通道的短暂放电现象。

３．２７

火花间隙　狊狆犪狉犽犵犪狆

一种含有两个或多个电极，用以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火花放电（３．２６）的间隙。

３．２８

尖端放电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犪狋狊犺犪狉狆狆狅犻狀狋

在带电导体曲率半径很小处所发生的放电现象。

３．２９

刷形放电　犫狉狌狊犺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发生于带电量大的绝缘体与导体之间空气间隙中的一种放电形式。该放电形式发生时放电通道不

集中，呈分枝状。

３．３０

沿面放电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狅狏犲狉狋犺犲狊狌狉犳犪犮犲；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当带静电（２．１）的绝缘体接近接地体而在两者间发生放电时，沿绝缘体表面产生的发光放电。

３．３１

电荷半衰期　犺犪犾犳狏犪犾狌犲狋犻犿犲狅犳犮犺犪狉犵犲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荷（２．１３）（或电位）消散（或下降）至其初始值的一半时所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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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电介质击穿　犱犻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犫狉犲犪犽犱狅狑狀

绝缘介质的全部或部分突然变成导电介质而导致的放电。

３．３３

对地电压　狏狅犾狋犪犵犲狋狅犲犪狉狋犺

带电体（２．４）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

３．３４

功函数　狑狅狉犽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逸出功

一个电子从金属或半导体表面逸出时克服势垒所作的功。

３．３５

固定电荷层　犻狀狀犲狉犺犲犾犿犺狅犾狋狕犾犪狔犲狉

在固体—液体类接触界面所形成的偶电层中，紧密吸附于固体表面、与固体表面约一个分子直径距

离，且不随液体流动的极薄的电荷层。

３．３６

缓和时间　狉犲犾犪狓犪狋犻狅狀狋犻犿犲狅犳犮犺犪狉犵犲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荷（２．１３）（或电位）消散（或下降）至其初始值的１／ｅ（约３７％）时所需要的时间。

３．３７

击穿电场强度　犫狉犲犪犽犱狅狑狀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犳犻犲犾犱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击穿强度

与击穿电压（３．３８）对应的电场强度（２．８）。

３．３８

击穿电压　犫狉犲犪犽犱狅狑狀狏狅犾狋犪犵犲

电介质（２．１８）被击穿的最低电压。

３．３９

接触电位差　犮狅狀狋犪犮狋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

在没有电流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物质的接触面两侧的电位差。

３．４０

静电斑　狊狋犪狋犻犮犿犪狉犽

由于发生静电放电（３．１９），使固体介质表面显现出的放射状痕迹。

３．４１

静电电压衰减时间　狊狋犪狋犻犮犱犲犮犪狔狋犻犿犲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压下降到其起始值的给定百分数所需要的时间。

３．４２

静电放电耐压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狑犻狋犺狊狋犪狀犱狏狅犾狋犪犵犲

不引起元件失效的最大静电放电电压。

３．４３

静电放电能量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犲狀犲狉犵狔

带电体（２．４）形成的静电场（２．２５），通过静电放电（３．１９）释放出来的各种形式能量的总和。

３．４４

静电（放电）敏感度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

电子元器件耐受静电放电（３．１９）不降低性能的能力，以能够耐受相应放电模型的最大静电放电电

压值或级别来描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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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３２３０４—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６］

３．４５

静电（放电）抗扰度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犻犿犿狌狀犻狋狔

装置、设备或系统面临静电放电（３．１９）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以电压值或级别来描述。

［ＧＢ／Ｔ３２３０４—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７］

３．４６

静电中和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狀犲狌狋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荷（２．１３）与其内部或外部异性电荷的结合而使其所带静电电荷部分或全部消

失的现象。

［ＧＢ５０６１１—２０１０，定义２．０．２９］

３．４７

静置时间　狋犻犿犲狅犳狉犲狆狅狊犲；ｔｉｍｅｏｆｒｅｓｔ

在有静电（２．１）危险的场所进行生产时，由设备停止操作到物料（通常为液体）所带静电消散（３．２０）

至安全值以下，允许进行下一步操作所需要的时间间隔。

３．４８

扩散电荷层　犱犻犳犳狌狊犲犾犪狔犲狉

在固体—液体类接触界面所形成的偶电层中，深入液体内部具有扩散性分布，且随液体流动而移动

的一种电荷层。

３．４９

冷恢复　犮狅犾犱犺犲犪犾犻狀犵

物体由于静电放电（３．１９）引起其参数变化，在室温下自然恢复。

３．５０

离子电流　犻狅狀犻犮犮狌狉狉犲狀狋

由于离子的运动所产生的电流。

３．５１

流动电流　狊狋狉犲犪犿犻狀犵犮狌狉狉犲狀狋

在流动的液体中，由随液体流动的电荷（２．１３）所形成的电流。

３．５２

摩擦电效应　狋狉犻犫狅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犲犳犳犲犮狋

通过摩擦或其他接触分离形式在物体上产生静电荷的一种效应。

３．５３

偶电荷层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犱狅狌犫犾犲犾犪狔犲狉；犱狅狌犫犾犲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犾犪狔犲狉

两种物质接触时，由于电荷迁移而达到动态平衡，在界面上产生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两层电荷。

３．５４

ζ电压　犲犾犲犮狋狉狅犽犻狀犲狋犻犮狏狅犾狋犪犵犲

在固体—液体类接触界面所形成的偶电层中，固定电荷层（３．３５）与扩散电荷层（３．４８）之间的电

位差。

３．５５

气体导电　犵犪狊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狅狀

电离（２．２０）气体传导电流的过程。

３．５６

泄漏电流　犾犲犪犽犪犵犲犮狌狉狉犲狀狋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荷通过各种途径向大地漏出的电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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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静电测量与检测

４．１

电阻率　狉犲狊犻狊狋犻狏犻狋狔

ρ

表征材料导电性能的物理量，其倒数为电导率（２．９）。

注１：电阻率用欧姆米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定义３．１．６０。

４．２

表面电阻　狊狌狉犳犪犮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犚ｓ

在材料表面上的两电极（４．９）间所加电压与在规定的电化时间里流过两电极间的电流之商，在两电

极上可能形成的极化忽略不计。

注１：表面电阻用欧姆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１４１０—２００６，３．３。

４．３

表面电阻率　狊狌狉犳犪犮犲狉犲狊犻狊狋犻狏犻狋狔

ρｓ

在材料表面的直流电场强度（２．８）的切向分量与线电流密度之商，即单位面积内的表面电阻（４．２），

是材料的固有属性。

注１：表面电阻率用欧姆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１４１０—２００６，３．４。

４．４

体积电阻　狏狅犾狌犿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体电阻

犚

在材料两相对表面上放置的两电极（４．９）间所加直流电压与流过这两个电极（４．９）之间的稳态电流

之商，不包括沿试样表面的电流，在两电极（４．９）上可能形成的极化忽略不计。

注１：体积电阻用欧姆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１４１０—２００６，３．１。

４．５

体积电阻率　狏狅犾狌犿犲狉犲狊犻狊狋犻狏犻狋狔

ρｖ

在材料里面的垂直于表面的直流电场强度和稳态电流密度之商，即单位体积内的体积电阻（４．４）。

注１：体积电阻率用欧姆米表示。

注２：改写ＧＢ／Ｔ１４１０—２００６，３．２。

４．６

系统对地电阻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犚

被测物体测试表面与被测物体接地点之间电阻总和。

注：系统对地电阻用欧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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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纤维泄漏电阻　犳犻犫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犾犲犪犽

表征纤维起静电性的一种指标。它是以不同容量的电容犆 对纤维固有电阻和纤维表面附着的抗

静电油剂等综合电阻犚 的放电时间狋，乘以电阻指数１０狀后所表示的纤维电阻值狋×１０狀（Ω）表示。

［ＧＢ／Ｔ１２７０３．６—２０１０，定义２．１］

４．８

带电器件模型　犮犺犪狉犵犲犱犱犲狏犻犮犲犿狅犱犲犾

描述一种特定的静电放电（３．１９）方式，当一个与地绝缘的装置先充电然后接地（５．２５）时出现静电

放电现象。当该模型用于静电敏感度试验时，其放电电流波形与电路形式均由标准所规定。

４．９

电极　犲犾犲犮狋狉狅犱犲

电极是具有一定形状、尺寸和结构的与被测试样相接触的导体。

［ＧＢ／Ｔ１２７０３．４—２０１０，定义３．５］

４．１０

机器模型　犿犪犮犺犻狀犲犿狅犱犲犾

描述一种特定的静电放电（３．１９）方式，当绝缘和孤立导体先带电后，再与其他物体接触发生的静电

放电现象，当该模型用于静电敏感度试验时，其放电电流波形与电路形式均由标准所规定。

４．１１

人体模型　犺狌犿犪狀犫狅犱狔犿狅犱犲犾

描述人体通过指尖的静电放电（３．１９）方式，当人体先带电后，再与其他物体接触发生的静电放电现

象，当该模型用于静电敏感度试验时，其储能电容、放电电阻以及放电电流波形由标准所规定。

４．１２

极对地电容　犲犾犲犮狋狉狅犱犲狋狅犲犪狉狋犺犮犪狆犪犮犻狋犪狀犮犲

测量电极（４．９）对接地系统所构成的电容。

［ＧＢ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６］

４．１３

极对地电阻　犲犾犲犮狋狉狅犱犲狋狅犲犪狉狋犺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测量电极（４．９）对接地系统之间的电阻，又称地面静电泄漏电阻（５．４０）。

［ＧＢ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８］

４．１４

静电衰减测试　狊狋犪狋犻犮犱犲犮犪狔狋犲狊狋

测量物体从充电到某个高电压，然后放电到某个指定电压的放电时间。

４．１５

静电压半衰期　狊狋犪狋犻犮犺犪犾犳狆犲狉犻狅犱

静电压衰减至原始值一半时所需的时间。

４．１６

面电荷密度　狊狌狉犳犪犮犲犮犺犪狉犵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电荷面密度

带电体（２．４）单位面积上的电量（２．２１）。

４．１７

屏蔽效率　狊犺犻犲犾犱犻狀犵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没有屏蔽时接收电极（４．９）上的电压（犝ｒｅｆ）与经屏蔽后接收电极（４．９）上的电压（犝）比值的对数值，

用分贝表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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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

ＳＥ＝２０ｌｇ×
犝ｒｅｆ

犝
。

　　式中：

ＳＥ———屏蔽效率；

犝ｒｅｆ———没有屏蔽时，接收电极上的电压；

犝 ———经屏蔽后接收电极上的电压。

４．１８

人体对地电阻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犺狌犿犪狀犫狅犱狔狋狅犲狉狋犺

由人体电阻（２．３５）、人体所穿的鞋、袜电阻、人体所处环境的地面电阻与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所构

成的人体对大地的总电阻。

［ＧＢ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７］

４．１９

接触式电压测量　犮狅狀狋犪犮狋狏狅犾狋犪犵犲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一种使用特定测量设备直接测量带电体（２．４）带电电压的测量方法，该特定测量设备采用高输入阻

抗电路测量技术，测量时被测带电体直接与该电路相连接。

４．２０

非接触式电压测量　狀狅狀犮狅狀狋犪犮狋狏狅犾狋犪犵犲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一种使用特定测量设备在不接触带电体（２．４）的情况下测量其带电电压的方法，该特定测量设备采

用感应电压测量技术，如非接触式静电电压表或静电场（２．２５）测试仪，测量时测量设备不与带电体

接触。

４．２１

体电荷密度　狏狅犾狌犿犲犮犺犪狉犵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带电体（２．４）单位体积内的电量（２．２１）。

４．２２

线电荷密度　犾犻狀犲犪狉犮犺犪狉犵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带电体（２．４）单位长度上的电量。

５　静电安全及灾害预防

５．１

静电安全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狊犪犳犲狋狔

在各种环境（系统）中，不发生因静电现象（２．３）而导致人员的伤害、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的状况和

条件。

５．２

犈犛犇安全操作系统　犈犛犇狊狋犪狋犻犮狊犪犳犲犺犪狀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为对ＥＳＤ进行防护操作所需配置的设施和器具硬件系统，以及ＥＳＤ控制程序等软件体系的总称。

５．３

静电防护区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犱犪狉犲犪

配备各种防静电装备（用品）和设置接地系统（或等电位连接）、能限制静电电位、具有确定边界和专

门标记的场所。

注：改写ＧＢ／Ｔ３２３０４—２０１５，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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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爆炸极限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犾犻犿犻狋

由外界点燃源引起爆炸性气体或蒸汽、可燃性粉尘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发生爆炸的浓度界限，称爆

炸浓度极限，简称爆炸极限。

可能发生爆炸的最低浓度称爆炸下限；可能发生爆炸的最高浓度称爆炸上限。

５．５

爆炸危险场所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犪狉犲犪

爆炸性混合物（气体、蒸汽及粉尘）出现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

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措施的场所。

５．６

本质安全电路　犻狀狋狉犻狀狊犻犮犪犾犾狔狊犪犳犲犮犻狉犮狌犻狋

正常工作或规定的故障状态下，产生的任何电火花和任何热效应均不能点燃规定的爆炸性气体环

境的电路。

注：改写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２．０．１３。

５．７

不发火导（防）静电地面　狊狆犪狉犽犾犲狊狊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犪狀狋犻）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犳犾狅狅狉犻狀犵

面层采用受摩擦、撞击不发生火花的建筑材料浇筑或铺设的导（防）静电地面。

［ＧＢ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１３］

５．８

残余电压　狅犳犳狊犲狋狏狅犾狋犪犵犲

满足一定对地电容要求的孤立电极板放置在离子风机风场中，经离子风长时间作用后该电极板的

静电电压（２．２６）。

５．９

长效性防静电材料　狆犲狉犿犪狀犲狀狋犪狀狋犻狊狋犪狋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产品的防静电性能的延续时间与其基材寿命相一致的材料。

５．１０

导静电地面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狊狋犪狋犻犮犵狉狅狌狀犱狊狌狉犳犪犮犲犪狀犱犳犾狅狅狉

极对地电阻（４．１３）值大于５．０×１０４Ω，小于１．０×１０
６
Ω，由静电导体材料构成的能很好地提供静电

泄漏（３．２１）途径的地面。

［ＧＢ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１］

５．１１

防静电地面　犪狀狋犻狊狋犪狋犻犮犵狉狅狌狀犱狊狌狉犳犪犮犲犪狀犱犳犾狅狅狉

极对地电阻（４．１３）值大于或等于１．０×１０６Ω，小于１．０×１０
１０
Ω，由静电亚导体（６．２１）材料构成的能

较好地提供静电泄漏（３．２１）途径的地面。

［ＧＢ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２］

５．１２

导静电地网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犵狉狅狌狀犱狀犲狋

引导静电向大地泄漏的网状结构体。

［ＧＢ５０９４４—２０１３，定义２．０．１］

５．１３

点燃能量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犲狀犲狉犵狔

在一定条件下，点燃某一物质所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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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电磁危害　犲犾犲犮狋狉狅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犺犪狕犪狉犱狊

由于静电放电（３．１９）产生的电磁辐射而对电子元器件及设备所产生的有害影响。

５．１５

电缆放电现象　犮犪犫犾犲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犲狏犲狀狋

当电缆连接到电气系统或设备时发生静电放电现象。

５．１６

防静电接地干线　犈犛犇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犿犪犻狀犾狅犪犱

连接在防静电接地支线（５．１９）与共用接地系统接地端子或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５．１７）之间的

导体。

［ＧＢ５０９４４—２０１３，定义２．０．１４］

５．１７

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　犈犛犇犿犪犻狀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在防静电工作区内汇接所有防静电接地支线（５．１９）、干线并由此引出防静电工作区的防静电接地

线的公共接地线。

［ＧＢ５０９４４—２０１３，定义２．０．１５］

５．１８

防静电接地引出线　犈犛犇犱狅狑狀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狊狔狊狋犲犿

连接在防静电工作区接地端子、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５．１７）与接地极（５．２６）或共用接地系统端子

之间的导体。

［ＧＢ５０９４４—２０１３，定义２．０．１２］

５．１９

防静电接地支线　犈犛犇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犫狉犪狀犮犺

连接在防静电装备与防静电接地干线（５．１６）或防静电接地汇流母线（５．１７）之间的导体。

［ＧＢ５０９４４—２０１３，定义２．０．１３］

５．２０

非引燃火花　狀狅狀犻狀犮犲狀犱犻狏犲狊狆犪狉犽狊

不能释放足够的能量来引燃可燃性混合物的火花。

５．２１

缓和器　狉犲犾犪狓犪狋犻狅狀犮犺犪犿犫犲狉

为使管中流动的带电液体减缓流速，以便充分泄漏电荷（２．１３），使其衰减到安全范围值内而在管路

系统中装设的粗径管段或缓和贮罐类装置。

５．２２

间接静电接地　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狊狋犪狋犻犮犲犪狉狋犺犻狀犵

通过具有一定电阻的材料或防静电材料以及防静电制品使物体接地（５．２５）的一种接地（５．２５）

方式。

５．２３

鞋束接地装置　犳狅狅狋犵狉狅狌狀犱犲狉

通过穿戴的鞋实现人员接地（５．２５）的装置。

［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５．２４

鞋束（接地）系统电阻　犳狅狅狋犵狉狅狌狀犱犲狉狊狔狊狋犲犿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穿戴鞋束接地装置（５．２３）的人体对地总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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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５．２５

接地　犲犪狉狋犺犻狀犵；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电气连接到能供给或接受大量电荷的物体（如大地、舰船或运载工具外壳等）。

５．２６

接地极　犲犪狉狋犺犻狀犵犲犾犲犮狋狉狅犱犲

埋入大地以便与大地有良好接触的导体或几个导体的组合。

５．２７

接地连接点　犲犪狉狋犺犫狅狀犱犻狀犵狆狅犻狀狋

接地对象上的一个专用点，此点应被一根接地引线引接到接地线（５．２８）配置系统。

［ＧＢ５０６１１—２０１０，定义２．０．２６］

５．２８

接地线　犵狉狅狌狀犱狊狋狉犪狆

是用来提供一条电气接地通路的导体，用以为人员提供一条具有规定电阻的接地通路。

［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５．２９

静电安全电压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狊犪犳犲狋狔狏狅犾狋犪犵犲

静电源对处于敏感状态下的产品放电时，不能造成产品损伤或发火的最大电压值。

［ＧＢ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０，定义２．１．１０］

５．３０

静电点燃源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犻犵狀犻狋犻狀犵狊狅狌狉犮犲

能引起爆炸性混合物燃烧或爆炸的静电点燃能源。

５．３１

静电电击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狊犺狅犮犽

由于带电体（２．４）向人体，或带静电的人体向接地（５．２５）的导体，以及人体相互间发生静电放电

（３．１９），其所产生的瞬间冲击电流通过人体而引起的病理生理效应。

５．３２

静电（放电）损伤　犈犛犇犱犪犿犪犵犲

由于静电放电（３．１９）造成的电子元器件性能退化或功能失效。

［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５．３３

静电（放电）防护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为防止发生静电放电（３．１９）所采取的各种技术方法或防护措施。

［ＧＢ／Ｔ３２３０４—２０１５，定义３．１．２］

５．３４

静电故障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犪犮犮犻犱犲狀狋

由于某种静电现象（２．３）的作用，导致生产系统、设备、工艺过程、材料、产品等发生故障、损害的现

象或事件。

注：发生的故障或损害包括生产率下降、产品质量不良，以至失效、破坏等。

５．３５

静电接地电阻　犲犪狉狋犺犻狀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狊狋犪狋犻犮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

静电接地系统（５．３６）的对地电阻，用受控表面与接地连接点（５．２７）之间的电阻表示。

注：静电接地电阻可分为直接静电接地（５．５０）和间接静电接地（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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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６

静电接地系统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犲犪狉狋犺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带电体（２．４）上的电荷向大地泄漏、消散的外界导出通道。

５．３７

静电屏蔽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狊犺犻犲犾犱犻狀犵

为了避免外界静电场（２．２５）对带电体（２．４）或非带电体的影响，或者为了避免带电体（２．４）的静电场

（２．２５）对外界的影响，把带电体（２．４）或非带电体置于接地（５．２５）的封闭或近乎封闭的金属外壳或金属

栅网内的措施。

５．３８

静电危害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犺犪狕犪狉犱狊

因静电放电（３．１９）或静电场（２．２５）的作用导致火灾爆炸、妨碍生产、影响产品质量、造成电子元器

件损坏、引起电子仪器的误动作和产生人体电击以及由此造成二次事故等有害后果的统称。

５．３９

静电危险场所　犪狉犲犪狅犳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犺犪狕犪狉犱狊

空间存在可由静电（２．１）引爆的爆炸性混合物，或对其进行直接加工、处理和操作等工艺作业场所

的统称。

５．４０

静电泄漏电阻　犾犲犪犽犪犵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狊狋犪狋犻犮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

在一定的电压下，防静电物体表面对接地点的电阻。

５．４１

静电泄漏通道　犮犺犪狀狀犲犾狅犳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犾犲犪犽犪犵犲

带电区（２．５）的静电荷通过带电体（２．４）内部或表面而使之泄漏的途径。

５．４２

静电灾害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犪狊狋犲狉

由于静电放电（３．１９）导致发生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害、损害的现象或意外事件。

５．４３

静电噪声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狀狅犻狊犲

由于静电放电（３．１９）产生的电磁波辐射而对电子元器件及仪器等产生的电磁干扰。

注：改写ＧＢ５０６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７。

５．４４

局部抗静电　狋狅狆犻犮犪犾犪狀狋犻狊狋犪狋犻犮

为了产生表面静电耗散或减少摩擦起电（３．１０），在材料表面应用抗静电（５．４５）的措施。

［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５．４５

抗静电　犪狀狋犻狊狋犪狋犻犮

防静电

材料的特性，具有一项或多项下列能力：

———减少静电（２．１）产生；

———消除静电荷；

———屏蔽静电放电（３．１９）；

———屏蔽静电场（２．２５）。

注１：材料的防静电特征不必要和它的阻抗或电阻联系。

注２：改写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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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

连接　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

将彼此间没有良好导电通路的物体进行导电性连接，使相互间大体上处于相同电位（２．２２）的措施。

５．４７

人体静电接地　狊狋犪狋犻犮犲犪狉狋犺犻狀犵狅犳犺狌犿犪狀犫狅犱狔

通过使用导电垫、导电地面、导电鞋、防静电腕带或其他各种接地用具，使人体与大地保持静电导通

状态的措施。

５．４８

软接地　狊狅犳狋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犵

通过足够阻抗接地（５．２５），把电流限制在５ｍＡ的人身安全电流以下。

［ＧＢ５０６１１—２０１０，定义２．０．２４］

５．４９

引燃火花　犻狀犮犲狀犱犻狏犲狊狆犪狉犽狊

能释放足够的能量引燃可燃性混合物的火花。

５．５０

直接静电接地　犱犻狉犲犮狋狊狋犪狋犻犮犲犪狉狋犺犻狀犵

硬接地

通过金属导体使物体接地（５．２５）的一种接地（５．２５）方式。

５．５１

最小点燃能量　犿犻狀犻犿狌犿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犲狀犲狉犵狔

在常温常压下，影响物质点燃的各种因素均处于最敏感的条件下，点燃该物质所需的最小能量。

［ＧＢ１２１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４］

６　静电防护

６．１

防静电服　狊狋犪狋犻犮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犮犾狅狋犺犻狀犵

为了防止服装上的静电积聚（３．１８），用防静电织物为面料，按规定的款式和结构而缝制的工作服。

６．２

可接地防静电服　犵狉狅狌狀犱犪犫犾犲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犪狉犿犲狀狋

点对点电阻和表面任何一点对接地点电阻小于１×１０９Ω的服装，该服装具有可与接地点连接

（５．４６）的连接点。

６．３

防静电工作帽　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狀狋犻狊狋犪狋犻犮犺犲犪犱狑犲犪狉

以防静电织物为主要原料的，为防止帽体上的静电荷积聚而制成的工作帽。

［ＧＢ／Ｔ３１４２１—２０１５，定义３．１］

６．４

防静电手套　犪狀狋犻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犵犾狅狏犲

用防静电针织物为面料缝制或用防静电纱线编织而成的手套。

［ＧＢ／Ｔ２２８４５—２００９，定义３．１］

６．５

腕带　狑狉犻狊狋狊狋狉犪狆

一个组合器械，包括一个腕套和提供人体皮肤到地的电气连接接地软线。

［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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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防静电鞋　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犳狅狅狋狑犲犪狉（狊犺狅犲狊）

鞋内到鞋底的电阻值为１．０×１０５Ω～１．０×１０
８
Ω的防静电材料制作，不仅能及时消除人体静电积

聚（３．１８），且能钝化触及２５０Ｖ以下电源电击伤害的防护鞋。

注：改写ＧＢ１２９０３—２００８，定义９．１．１５。

６．７

导电鞋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狊犺狅犲狊

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鞋内到鞋底的电阻值不大于１．０×１０５Ω，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人体静电积聚

（３．１８），但只能用于没有电击危险场所的防护鞋。

注：改写ＧＢ１２９０３—２００８，定义９．１．１６。

６．８

导静电材料　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表面电阻（４．２）或体积电阻（４．４）小于１×１０６Ω的材料。

６．９

导静电地板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犳犾狅狅狉

一种由导静电材料（６．８）制成的地板，当它接地（５．２５）或连接到任何较低电位（２．２２）点时，能够快速

地泄放电荷。

６．１０

导静电垫　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犮狌狊犺犻狅狀

为了防止人体及地面上的金属物体的静电带电，用某种导电材料制成的导电良好的垫子。

６．１１

导静电塑料　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狆犾犪狊狋犻犮狊

为了使塑料材料（或制品）的电阻率（４．１）能满足导除静电的要求，在生产工艺中采用某种措施（如

掺入导电材料）而制成的塑料。

６．１２

导静电涂料　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狆犪犻狀狋

涂覆在物体表面，能形成牢固附着的连续薄膜，并能导除积聚其上电荷的一种涂料。

６．１３

导静电橡胶　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狉狌犫犫犲狉

为了使橡胶材料（或制品）的电阻率（４．１）能满足导除静电（２．１）的要求，在生产工艺中采用某种措

施（如掺入导电材料）而制成的橡胶。

６．１４

防静电包装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为静电敏感电子产品提供防护的包装物品或材料，如防静电的包装袋、填充物、运输箱、转运盒以及

集成电路包装管等。

注：改写ＧＢ／Ｔ３２３０４—２０１５，３．１．９。

６．１５

防静电剂　犪狀狋犻狊狋犪狋犻犮犪犵犲狀狋

加入物体中或涂敷于物体表面以提高其电导率（２．９），使之不能积聚危险的静电（２．１），且不影响该

物体其他性能的物质。

［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６．１６

防静电纤维　犪狀狋犻狊狋犪狋犻犮犳犻犫狉犲

采用物理、化学或物理化学方法及工艺制作，使之满足导静电要求的一类纤维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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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７

导电纤维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犳犻犫狉犲

由导电材料或静电耗散材料制成的纤维。

６．１８

耗散（静电）地板　犱犻狊狊犻狆犪狋犻狏犲犳犾狅狅狉

一种由静电耗散材料制成的地板，当它接地（５．２５）或连接到任何较低电位（２．２２）点时，能够使电荷

耗散。

注：改写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６．１９

静电导体　狊狋犪狋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在任何条件下，体电阻率小于或等于１×１０６Ω·ｍ［即电导率（２．９）等于或大于１×１０
－６Ｓ／ｍ］的物

料及表面电阻率（４．３）等于或小于１×１０７Ω的固体表面。

［ＧＢ１２１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１］

６．２０

静电非导体　狊狋犪狋犻犮狀狅狀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在任何条件下，体电阻率大于或等于１×１０１０Ω·ｍ［即电导率（２．９）小于或等于１×１０
－１０Ｓ／ｍ］的物

料及表面电阻率（４．３）等于或大于１×１０１１Ω固体表面。

［ＧＢ１２１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３］

６．２１

静电亚导体　狊狋犪狋犻犮狊狌犫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在任何条件下，体电阻率小于或等于１×１０６Ω·ｍ，小于１×１０
１０
Ω·ｍ的物料及表面电阻率（４．３）

大于１×１０７Ω，小于１×１０
１１
Ω的固体表面。

［ＧＢ１２１５８—２００６，定义３．２］

６．２２

静电放电保护材料　犈犛犇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犱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能够免受静电场（２．２５）的影响，防止产生摩擦起电（３．１０），或者能够防止与带电人体或与带电物体

接触而产生静电放电（３．１９）的材料。

注：改写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６．２３

静电耗散材料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犱犻狊狊犻狆犪狋犻狏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表面电阻（４．２）或体积电阻（４．４）大于或等于１×１０４Ω，但小于１×１０
１１
Ω的材料。

［ＥＳＤＡＤＶ１．０—２０１７］

６．２４

静电屏蔽材料　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狊犺犻犲犾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防止静电放电（３．１９）或静电场（２．２５）通过、穿入的材料，或不允许通过此材料损伤被保护物，一般

具有表面电阻（４．２）或体积电阻（４．４）小于１×１０３Ω的材料。

６．２５

静电敏感器件　犲犾犲犿犲狀狋犳狅狉犲犾犲犮狋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

对静电反应敏感的器件。

注：该类器件主要指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特别是金属化膜半导体（ＭＯＳ电路）。

６．２６

亲水性绝缘材料　犺狔犱狉狅狆犺犻犾犻犮犻狀狊狌犾犪狀狋

一种在空气中能吸附水分而在其表面形成水膜的绝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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