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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６７１９—１９８６《袋式除尘器分类及规格性能表示方法》、ＧＢ／Ｔ１２１３８—１９８９《袋式

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６７１９—１９８６《袋式除尘器分类及规格性能表示方法》相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将分室反吹与喷嘴反吹类均归为反吹风类；

———袋式除尘器统一命名简化，只简要规定除尘器的清灰形式、过滤面积、分室数，其他代号由各生

产单位自行确定；

———增加了脉冲清灰方式，行喷脉冲类和回转式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按清灰方式划分除尘器的形式与原标准有调整，新分为：机械振打类、反吹风类、脉冲喷吹类、

复合式清灰类等四种形式；

———袋式除尘器术语增加了清灰周期、清灰时间等，删除了实验粉尘、试验粉尘中位径、试验粉尘粒

径分布等术语；

———命名格式中的第一个字母Ｌ去掉，表示生产厂家的拼音缩写去掉；

———不具体规定各生产单位产品的特征代号；

———在编写格式和表述规则上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规则》的要求对原标准作了较大修改。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２１３８—１９８９《袋式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相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将第一篇《袋式除尘器实验样机性能测试》和第二篇《袋式除尘器现场使用性能测试》合并。

———将袋式除尘器主要性能参数规定为除尘效率、除尘器设备阻力、滤袋过滤速度及除尘器漏风

率；将进、出口风量、气体温度、气体湿度、气体静压、气体流量及气体含尘浓度等规定为测试项

目；取消原标准中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的测试项目———粉尘排放率指标；取消原标准中非性能

测试项目———耐压强度指标。

———依据ＧＢ／Ｔ１６１５７《固态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确定测试管道内

的采样点位置及数量。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Ｇ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Ｆ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环保产品标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东北大学、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劳保

所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齐金彦、张彤、孙熙、韩国君、暴辰生、柳静献、桑亮、沈卫星、郝利君、王小兵、

孙成刚、肖卫芳、王宽、富明梅、杨雅雯、宋晓杰、褚明华、王金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６７１９—１９８６；

———ＧＢ／Ｔ１２１３８—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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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袋式除尘器的分类及命名规则，袋式除尘器用滤料与滤袋的命名、分类、技术要求、检

测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袋式除尘器的主要性能测试项目和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纤维滤料制造过滤元件的袋式除尘器的设计、制造、使用，袋式除尘器用滤料及滤

袋的设计、制造、使用，袋式除尘器的性能检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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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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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受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３８２０　纺织品和纺织制品厚度的测定

ＧＢ／Ｔ３９２３．１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１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条样法

ＧＢ／Ｔ４６６７　机织物幅宽的测定

ＧＢ／Ｔ４６６８　机织物密度的测定

ＧＢ／Ｔ４６６９　纺织物　机织物　单位长度质量和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ＧＢ／Ｔ４７４５　纺织织物　表面抗湿性测定方法　沾水试验

ＧＢ／Ｔ５４５３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

ＧＢ／Ｔ５４５５　纺织品　燃烧性能试验　垂直法

ＧＢ／Ｔ５７４８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ＧＢ／Ｔ７６８９．１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玻璃纤维厚度的测定

ＧＢ／Ｔ７６８９．２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经、纬密度的测定

ＧＢ／Ｔ７６８９．３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宽度和长度的测定

ＧＢ／Ｔ７６８９．５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５部分：玻璃纤维拉伸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

测定

ＧＢ／Ｔ９９１４．３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ＧＢ／Ｔ１２７０３　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１部分：静电压半衰期

ＦＺ／Ｔ６０００３　非织造布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ＦＺ／Ｔ６０００４　非织造布厚度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袋式除尘器　犫犪犵犺狅狌狊犲

利用纤维滤料制作的袋状过滤元件来捕集含尘气体中固体颗粒物的设备，称为袋式除尘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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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滤袋　犳犻犾狋犲狉犫犪犵

在袋式除尘器中起滤尘作用的过滤元件，条。

３．３　

　　滤料单重　狑犲犻犵犺狋狆犲狉狌狀犻狋犪狉犲犪

单位面积滤料的重量，ｇ／ｍ
２。

３．４　

　　过滤面积　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狉犲犪

起滤尘作用的滤袋有效面积，ｍ
２。

３．５　

　　过滤风速　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含尘气体通过滤袋有效面积表观速度，ｍ／ｍｉｎ。

３．６　

　　气布比　犪犻狉狋狅犮犾狅狋犺狉犪狋犻狅

在工况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单位有效过滤面积上处理含尘气体量，也就是过滤风速，ｍ
３／（ｍ

２·ｈ）。

３．７　

　　处理风量（入口风量）　犵犪狊狏狅犾狌犿犲（犻狀犾犲狋犵犪狊犳犾狅狑狉犪狋犲）

进入袋式除尘器的含尘气体工况流量，ｍ
３／ｈ或ｍ

３／ｍｉｎ。

３．８　

　　压力损失（设备阻力）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犱狉狅狆

气流通过袋式除尘器的流动阻力，即袋式除尘器出口与入口处气流的平均全压之差，Ｐａ。

３．９　

　　漏风率　犪犻狉犾犲犪犽犪犵犲狉犪狋犻狅

漏入或漏出袋式除尘器本体的风量与入口风量（均折算为标准状态风量）的比率，％。

３．１０　

　　入口粉尘浓度　犻狀犾犲狋犱狌狊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入口含尘气体的单位标态体积中所含固体颗粒物的质量，ｇ／ｍ
３ 或ｍｇ／ｍ

３。

３．１１　

　　出口粉尘浓度　狅狌狋犾犲狋犱狌狊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出口含尘气体的单位标态体积中所含固体颗粒物的质量，ｍｇ／ｍ
３。

３．１２　

　　除尘效率　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η

袋式除尘器捕集的粉尘量与入口总粉尘量的比率，％。

３．１３　

　　穿透率（通过率）　狆犲狀犲狋狉犪狋犻狅狀

狆

袋式除尘器出口的粉尘量与入口总粉尘量的比率，％。狆＝１－η。

３．１４　

　　内滤　犻狀狊犻犱犲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

含尘气流由袋内流向袋外，利用滤袋内侧捕集粉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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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外滤　狅狌狋狊犻犱犲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

含尘气流由袋外流向袋内，利用滤袋外侧捕集粉尘。

３．１６　

　　清灰　犱狌狊狋犮犾犲犪狀犻狀犵

为使袋式除尘器的压力损失保持在正常范围，利用机械或空气动力等手段使滤袋上粘附的粉尘

剥落。

３．１７　

　　清灰周期　犱狌狊狋犮犾犲犪狀犻狀犵犮狔犮犾犲

袋式除尘器上一次清灰开始与下一次清灰开始之间的时间，ｓ。

３．１８　

　　清灰时间　犱狌狊狋犮犾犲犪狀犻狀犵狋犻犿犲

对滤袋进行一次喷吹清灰所用的时间，ｓ。

３．１９　

　　静态除尘效率狊狋犪狋犻犮犱狌狊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从滤料洁净状态开始，连续滤尘但不清灰，当容尘量达规定值时的过滤效率，％。

３．２０　

　　动态除尘效率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犱狌狊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滤料在滤尘的同时，按规定制度进行清灰条件下的过滤效率，％。

３．２１　

　　残余阻力　狉犲狊犻犱狌犪犾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犱狉狅狆

在一定的滤速下，滤料阻力达规定值时，按规定的条件进行清灰后滤料的阻力，Ｐａ。

３．２２　

　　洁净滤料阻力系数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狏犻狉犵犻狀犳犪犫狉犻犮

在规定滤速下，洁净滤料的阻力与滤速之比，Ｐａ·ｍｉｎ／ｍ。

３．２３　

　　清灰阻力　犮犾犲犪狀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滤料试样容尘到一定程度，开始清灰时的阻力称为滤料的清灰阻力，Ｐａ。

３．２４　

　　粉尘剥离率　狉犪狋犻狅狅犳犱狌狊狋犮犪犽犲狉犲犿狅狏犻狀犵

清灰时从滤料试样上剥离的粉尘质量与清灰前试样上堆积的粉尘质量之比，％。

３．２５　

　　经向定负荷伸长率　狑犪狉狆犲犾狅狀犵犪狋犻狅狀狌狀犱犲狉犳犻狓犲犱犾狅犪犱

沿滤料样品经向加预定的载荷，并持续一定时间后，长度增加量与原始长度之比，用于考核长滤袋

所用滤料经向承受静态负荷能力的指标，％。

３．２６　

　　气体的标准状态　狋犺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狋犪狋犲狅犳犵犪狊

温度为０℃（２７３Ｋ），大气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Ｐａ时的气体状态。

３．２７　

　　等速采样　犻狊狅犽犻狀犲狋犻犮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进入采样嘴的含尘气体速度与该采样点管道截面上的含尘气体速度相等的采样方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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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流速当量直径　犳犾狅狑犻狀犵狊狆犲犲犱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犱犻犪犿犲狋犲狉

矩形管道流速当量直径等于２犪犫
犪＋犫

（犪、犫为矩形管道截面的边长），ｍ。

４　袋式除尘器的分类

根据清灰方法的不同，袋式除尘器共分为四类：

４．１　机械振打类

利用机械装置（电动、电磁或气动装置）使滤袋产生振动而清灰的袋式除尘器，有适合间歇工作的停

风振打和适合连续工作的非停风振打两种构造型式。

４．１．１　停风振打袋式除尘器，是指使用各种振动频率在停止过滤状态下进行振打清灰。

４．１．２　非停风振打袋式除尘器，是指使用各种振动频率在连续过滤状态下进行振打清灰。

４．２　反吹风类

利用阀门切换气流，在反吹气流作用下使滤袋缩瘪与鼓胀发生抖动来实现清灰的袋式除尘器。根

据清灰过程的不同，可分为三状态“过滤”、“反吹”、“沉降”与二状态“过滤”、“反吹”两种工作状态。

４．２．１　分室反吹类

采取分室结构，利用阀门逐室切换气流，将大气或除尘系统后洁净循环烟气等反向气流引入不同袋

室进行清灰。

４．２．１．１　大气反吹风袋式除尘器，是指除尘器处于负压（或正压）状态下运行，将室外空气引入袋室进

行清灰。

４．２．１．２　正压循环烟气反吹风袋式除尘器，是指除尘器处于正压状态下运行，将系统中净化后的烟气

引入袋室进行清灰。

４．２．１．３　负压循环烟气反吹风袋式除尘器，是指除尘器处于负压状态下运行，将系统中净化后的烟气

引入袋室进行清灰。

４．２．２　喷嘴反吹类

以高压风机或压气机提供反吹气流，通过移动的喷嘴进行反吹，使滤袋变形抖动并穿透滤料而清灰

的袋式除尘器。

４．２．２．１　机械回转反吹风袋式除尘器，是指喷嘴为条口形或圆形，经回转运动，依次与各个滤袋净气出

口相对，进行反吹清灰。

４．２．２．２　气环反吹袋式除尘器，是指喷嘴为环缝形，套在滤袋外面，经上下移动进行反吹清灰。

４．２．２．３　往复反吹袋式除尘器，是指喷嘴为条口形，经往复运动，依次与各个滤袋净气出口相对，进行

反吹清灰。

４．２．２．４　回转脉动反吹袋式除尘器，是指反吹气流呈脉动状供给的回转反吹袋式除尘器。

４．２．２．５　往复脉动反吹袋式除尘器，是指反吹气流呈脉动状供给的往复反吹袋式除尘器。

４．３　脉冲喷吹类

以压缩气体为清灰动力，利用脉冲喷吹机构在瞬间放出压缩空气，高速射入滤袋，使滤袋急剧鼓胀，

依靠冲击振动和反向气流而清灰的袋式除尘器。

根据喷吹气源压强的不同可分为低压喷吹（低于０．２５ＭＰａ）、中压喷吹（０．２５ＭＰａ～０．５ＭＰａ）、高

压喷吹（高于０．５ＭＰａ）。

４．３．１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是指滤袋清灰时切断过滤气流，过滤与清灰不同时进行的袋式除尘器。采

用低压喷吹、中压喷吹或高压喷吹的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分别称为低压喷吹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中压

喷吹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或高压喷吹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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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在线脉冲袋式除尘器是指滤袋清灰时，不切断过滤气流，过滤与清灰同时进行的袋式除尘器。

采用低压喷吹、中压喷吹或高压喷吹的在线脉冲袋式除尘器分别称为低压喷吹在线脉冲袋式除尘器、中

压喷吹在线脉冲袋式除尘器或高压喷吹在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４．３．３　气箱式脉冲袋式除尘器是指除尘器为分室结构，清灰时把喷吹气流喷入一个室的净气箱，按程

序逐室停风、喷吹清灰的袋式除尘器。

４．３．４　行喷式脉冲袋式除尘器，是指以压缩空气用固定式喷管对滤袋逐行进行清灰的袋式除尘器。

４．３．５　回转式脉冲袋式除尘器，是指以同心圆方式布置滤袋束，每束或几束滤袋布置１根喷吹管，每个

脉冲阀承担１根喷吹管或几根喷吹管，对滤袋进行喷吹的袋式除尘器。

４．４　复合式清灰类

采用两种以上清灰方式联合清灰的袋式除尘器。

４．４．１　机械振打与反吹风复合式袋式除尘器，是指同时使用机械振打和反吹风两种方式使滤料振动，

以致滤料上的粉尘层松脱下落的袋式除尘器。

４．４．２　声波清灰与反吹风复合式袋式除尘器，是指同时使用声波动能和反吹风两种方式使滤料振动，

以致滤料上的粉尘层松脱下落的袋式除尘器。

５　袋式除尘器的型式

５．１　根据结构特点划分

５．１．１　按除尘器进风口位置分

５．１．１．１　上进风式：含尘气流入口位于上箱体，气流与粉尘沉降方向一致。

５．１．１．２　下进风式：含尘气流入口位于灰斗上部，气流与粉尘沉降方向相反。

５．１．１．３　径向进风式：含尘气流入口位于袋室正面，气流沿水平方向接触滤袋。

５．１．１．４　侧向进风式：含尘气流从袋室的侧面进入，气流沿水平方向接触滤袋。侧向进风一般作为其

他进风方式的辅助方式。

５．１．２　按过滤元件型式分

５．１．２．１　圆袋式：过滤元件为圆筒形。

５．１．２．２　扁袋式：过滤元件为平板形（信封形）、梯形、楔形、椭圆形以及非圆筒形的其他型式。

５．１．２．３　折叠滤筒式：过滤元件为褶皱式圆筒状。

５．１．２．４　双层布袋：圆形或扁形过滤元件做成双层。

５．１．３　按风机与除尘器间位置分

５．１．３．１　吸入式：系统风机位于除尘器之后，除尘器为负压工作。

５．１．３．２　压入式：系统风机位于除尘器之前，除尘器为正压工作。

５．１．４　按过滤方式分

５．１．４．１　内滤式：含尘气流由袋内流向袋外，利用滤袋内侧捕集粉尘。

５．１．４．２　外滤式：含尘气流由袋外流向袋内，利用滤袋外侧捕集粉尘。

５．１．５　按结构分

５．１．５．１　非分室结构：袋式除尘器整体完成过滤与清灰功能的结构。

５．１．５．２　分室结构：将袋式除尘器分割成若干单元，各单元可独立完成过滤与清灰功能的结构。

５．２　根据除尘原理划分

５．２．１　单独过滤式：粉尘直接利用过滤方式捕集粉尘。

５．２．２　静电布袋复合式：粉尘先经过预荷电或（和）外电场后再利用过滤方式捕集粉尘。

５．２．３　旋风布袋复合式：含尘气流先经过离心分离后再利用过滤方式捕集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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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袋式除尘器的命名

６．１　命名原则

袋式除尘器的命名按分类与最有代表性的结构特征相结合来命名。

将风机和袋式除尘器组成一个整机的形式，称为袋式除尘机组，其命名原则不变。

６．２　命名格式

将命名格式分为机械振打类、反吹风类、脉冲喷吹类、复合式清灰类。

６．２．１　机械振打袋式除尘器命名示例如下：

Ｔ













　

停风方式的汉语拼音缩写

Ｄ











—

电动控制

Ｚ









—

清灰方式为机械振打

１５０







—

过滤面积１５０ｍ
２

ＸＸ





—

生产单位自己规定符号

Ｙ—



全称是停风振打袋式除尘器

滤袋为圆袋

６．２．２　反吹风袋式除尘器命名示例如下：

ＺＹ
















　

正压循环烟气的汉语拼音缩写

Ｆ













—

分室结构

Ｆ











—

清灰方式为反吹风

１０









×

室数为１０ 室

１０００







—

过滤面积１０００ｍ
２

ＸＸ





—

生产单位自己规定符号

Ｂ—



全称是正压循环分室反吹风袋式除尘器

滤袋为扁袋

６．２．３　脉冲喷吹袋式除尘机组命名示例如下：

Ｈ
















　

回转式的汉语拼音缩写

Ｌ













　

离线清灰

Ｄ











—

低压喷吹

Ｍ









—

清灰方式为脉冲

１０×１０００







—

室数× 单室过滤面积

ＸＸ





—

生产单位自己规定符号

Ｂ—



全称是回转式低压离线脉冲袋式除尘器

滤袋为扁袋

６．２．４　复合类袋式除尘器的命名示例如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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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Ｈ



















　

气环的汉语拼音缩写

Ｐ

















—

喷嘴反吹

ＳＦ














—

清灰方式为声波与反吹风复合类

１０












×

室数为１０ 室

１０００










—

过滤面积１０００ｍ
２

ＸＸ








—

生产单位自己规定符号

Ｙ—







全称是气环式声波反吹袋式除尘器

滤袋为圆袋

６．３　命名代号

各类袋式除尘器命名代号由研制设计单位根据本标准关于命名原则的规定，确定命名代号。

７　袋式除尘器的规格、性能及表示项目

编写袋式除尘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技术文件时，均应充分表示袋式除尘器的规格、性能项目。

７．１　表示袋式除尘器规格的项目

ａ）　名称；

ｂ）　型式；

ｃ）　清灰方法；

ｄ）　过滤面积，ｍ
２；

ｅ）　滤袋：

１）　数量，条（室数×条数）；

２）　材质；

３）　滤料单重，ｇ／ｍ
２；

４）　尺寸：

圆袋：直径×长度，ｍｍ；

扁袋：周长×长度，ｍｍ；

ｆ）　本体外形尺寸：

１）　矩形：长×宽×高，ｍ；

２）　筒形：直径×高度，ｍ；

ｇ）　灰斗：

型式（一个灰斗对应一室或几室）；

数量，个；

ｈ）　重量，ｋｇ。

７．２　表示袋式除尘器性能的项目

ａ）　工作温度，℃；

ｂ）　过滤风速，ｍ／ｍｉｎ；

ｃ）　处理风量，ｍ
３／ｈ或ｍ

３／ｍｉｎ；

ｄ）　设备阻力，ｋＰ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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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处理气体性质（可燃、易爆，含湿量）；

ｆ）　入口粉尘浓度，ｇ／ｍ
３（干气体）；

ｇ）　入口粉尘性质（可燃、易爆，含湿量、琢磨性）；

ｈ）　除尘效率，％；

ｉ）　穿透率，％；

ｊ）　漏风率，％；

ｋ）　反吹风机的型号、功率（ｋＷ）、风量犙×全压犘（ｍ
３／ｈ×ｋＰａ）；

ｌ）　压缩空气消耗量（ｍ
３／ｍｉｎ）、传动功率（ｋＷ）、清灰压力（ＭＰａ）；

ｍ）　其他，指根据各种袋式除尘器特点需要增补的项目，例如振动频率、喷吹压力喷嘴移动速

度等。

８　滤料分类与命名

８．１　滤料的分类

８．１．１　按加工方法将滤料分为三类：织造滤料、非织造滤料、覆膜滤料。

８．１．１．１　织造滤料：用织机将经纱和纬纱按一定的组织规律织成的滤料。

８．１．１．２　非织造滤料：采用非织造技术直接将纤维制成的滤料。

８．１．１．３　覆膜滤料：将织造滤料或非织造滤料的表面再覆以一层透气的薄膜而制成的滤料。

８．１．２　按所用材质将滤料分为四类：合成纤维滤料、玻璃纤维滤料、复合纤维滤料和其他材质滤料。

８．１．２．１　合成纤维滤料：以合成纤维为原料加工制造的滤料，简称合纤滤料。

８．１．２．２　玻璃纤维滤料：以玻璃纤维为原料加工制造的滤料，简称玻纤滤料。

８．１．２．３　复合滤料：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纤维复合而成的滤料。

８．１．２．４　其他材质滤料：采用除合成纤维、玻璃纤维以外的纤维材料（如：陶瓷纤维、金属纤维、碳纤维、

矿岩纤维等类材料）制造的滤料。

８．２　滤料的命名

８．２．１　滤料命名由①滤料材质（见表１）、②加工方法（见表２）、③结构型式（织物组织或基布材质）（见

表３）、④单位面积质量和⑤特殊功能（见表４）五部分组成。其中第③、⑤部分可以阙如。命名时采用汉

字和数字表示（材质可用商品名）。表示产品规格型号时采用符号和数字表示。

①












·

滤料材质

②










·

加工方法

③










结构型式

④








单位面积质量



⑤

特殊功能

８．２．１．１　对于非复合滤料的材质，取其主要成分材质的代号。

８．２．１．２　对于复合纤维滤料，采取并列所用各种纤维（Ａ＋Ｂ）代号的形式表示。

８．２．１．３　无特殊功能的滤料，其第⑤部分阙如。

８．２．１．４　非织造滤料基布材质或机织物组织③可以阙如。

８．２．１．５　非织造滤料无基布时③处加空格□。

８．２．２　滤料材质代号见表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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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滤料纤维材质代号

纤维材质名称 商品名 英文名 代号

棉 棉 ｃｏｔｔｏｎ ＣＯＴ

毛 毛 ｗｏｏｌ ＷＯＬ

麻 麻 ｆｌａｘ ＦＬＸ

聚丙烯 丙纶 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ＰＰ

聚酯 涤纶 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 ＰＥＴ

聚丙烯腈 腈纶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ｉｃ ＰＡＮ

聚乙烯醇 维纶 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ＰＶＡ

聚酰胺 锦纶（尼龙） 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 ＰＡ

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

（芳香族聚酰胺）
芳纶，Ｎｏｍｅｘ，Ｃｏｎｅｘ ａｒａｍｉｎｄ ＰＭＩＡ

聚苯硫醚 ＰＰＳ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ｙｌｅｎｅｓｕｌｆｉｄｅ ＰＰＳ

聚酰亚胺 Ｐ８４ ｐｏｌｙｉｍｉｄｅ Ｐ８４

聚酰胺酰亚胺（聚乙撑二胺） 克麦尔，Ｋｅｒｍｅｌ 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ｉｍｉｄｅ ＫＭＬ

共聚丙烯腈 亚克力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Ｃｏｐｏｍ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ＰＡＣ

均聚丙烯腈 德拉纶，Ｄｏｌａｒｌｏｎ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ｈｏｍ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ＰＡＨ

碳纤维 碳纤维 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ｅｒ Ｃ

聚四氟乙烯 特氟纶（ｔｅｆｌｏｎ） ｐｏｌｙｔｅｔｒａｆｕｏｒｃ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ＰＴＦＥ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 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ｒｅ，ｔｅｘｔｉｌｅｇｌａｓｓ ＧＬＳ

无碱玻璃 无碱玻纤 Ｅｆｉｂｒｅｇｌａｓｓ ＧＥ

中碱玻璃 中碱玻纤 ｍｅｄｉｕｍａｌｋａｌｉｆｉｂｒｅｇｌａｓｓ ＧＣ

无碱玻玻璃 无碱玻纤膨体纱 Ｅｆｉｂｒｅｇｌａｓｓｔｅｘｔｕｒｉｚｅｄｙａｒｎ ＧＥＴ

中碱玻玻璃 中碱玻纤膨体纱 ｍｅｄｉｕｍａｌｋａｌｉｆｉｂｒｅｇｌａｓｓｔｅｘｔｕｒｉｚｅｄｙａｒｎ ＧＣＴ

不锈钢 不锈钢纤维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 ＭＥＴ

玄武岩 玄武岩纤维 ｂａｓａｌｔ ＢＡＳ

８．２．３　滤料加工方法代号见表２。

表２　滤料加工方法代号

加 工 方 法 代　号

织造法 Ｗ

非织造法 ＮＷ

覆膜 Ｍ

８．２．４　滤料的结构型式以表３所列代号表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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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织造滤料结构型式代号

织 物 结 构 代　号

破斜纹 ＣＴ

斜纹 Ｔ

纬二重 ＷＢ

缎纹 Ｓ

平纹 Ｐ

８．２．５　滤料单位面积质量的代号取批量滤料单位面积质量的公称值，精确到十分位。例如：两批滤料

单位面积质量的平均值分别为５５３．９ｇ／ｍ
２ 和４９６．１ｇ／ｍ

２，则它们单位面积质量的代号分别为５５０

和５００。

８．２．６　滤料特殊功能代号见表４。

表４　滤料特殊功能代号

功能 消静电 疏水 疏油 耐高温 阻燃 耐酸

代号 ｅ ｈ ｏ ｔ ｓ ａ

８．２．７　滤料命名示例如下：

Ａ

Ａ＋Ｂ
·

针刺毡

水刺毡　覆膜

机织布

·
基布材质

织物组织
 标称质量 

防静电

疏水

…

　　示例１：命名：涤纶针刺毡５００。规格型号：ＰＥＴ·ＮＷ５００。

意义：材质为涤纶，加工方法为非织造针刺毡，单位面积质量５００ｇ。鉴于基布为涤纶，无特殊功能，命名第３、５部分

阙如。

示例２：命名：ＰＰＳ＋Ｐ８４针刺毡５００。规格型号：ＰＰＳ＋Ｐ８４·ＮＷ＋Ｍ·ＰＰＳ５００。

意义：材质为ＰＰＳ＋Ｐ８４加工方法为非织造针刺毡并加覆膜，ＰＰＳ基布，单位面积质量５５０ｇ／ｍ
２，无特殊功能。

示例３：命名：无碱玻璃纤维机织布，缎纹３００。规格型号：ＧＥ·Ｗ·Ｄ３００ｈ。

意义：表示无碱玻璃纤维材质，机织布（织造法），织物结构缎纹，单位面积质量３００ｇ／ｍ
２，疏水。

９　滤料技术要求

９．１　滤料形态性能

滤料的形态性能以滤料的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幅宽表示。它们的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应符合

表５的规定。

表５　滤料形态性能指标的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 ％

项　目
滤　料

非织造滤料 织造滤料

单位面积质量 ±５ ±３

厚度 ±１０ ±７

幅宽 ＋１ ＋１

　　偏差是指对应某一组检测数据的平均值和送检滤料该项数据标称值的差与标称值之比，用百分数

表示。见式（１）：

偏差 ＝
标称值－测试平均值

标称值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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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１）值为正时，称正偏差；值为负时，称负偏差。

９．２　滤料透气性

滤料透气性以其透气率表示，透气率的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不得超过表６的规定。

表６　滤料透气率的偏差 ％

项　目

滤　料

非织造滤料 织造滤料

透气率 ±２０ ±１５

９．３　滤料形态和透气率测试数据的犆犞值（离散率）应符合表７要求。

表７　滤料形态和透气率犆犞值 ％

项　目

滤　料

非织造滤料 织造滤料

单位面积质量 ≤３ ≤１

厚度 ≤３ ≤１

透气率 ≤８ ≤８

　　ＣＶ值（离散率）指一组检测数据的标差除以该组检测数据平均值的百分数，见式（２）：

犆犞 ＝

∑（狓犻－狓
－）２

槡 狀

狓
－ ×１００ ……………………………（２）

　　式中：

犆犞———离散率，％；

狓犻———各次测试数据；

狓
－———一组检测数据的平均值；

狀———样品数。

９．４　滤料强力和伸长率

普通及高强低伸型滤料的强力与伸长率应符合表８的规定，玻璃纤维滤料应符合表９的要求。长

度≥８ｍ的滤袋宜选用高强低伸型滤料，并考核所选高强低伸型滤料的经向定负荷伸长率。

表８　滤料的强力和伸长率

项　目

滤料类型

普通型 高强低伸型

非织造 织造 非织造 织造

断裂强力／Ｎ

经向 ≥９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纬向 ≥１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断裂伸长率／％

经向 ≤３５ ≤２７ ≤３０ ≤２３

纬向 ≤５０ ≤２５ ≤４５ ≤２１

经向定负荷伸长率／％ — ≤１

注：样条尺寸为５ｃｍ×２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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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玻璃纤维滤料强力要求

项　目
滤料类型

非织造滤料 织造滤料

断裂强力／Ｎ
经向 ≥２３００ ≥３４００

纬向 ≥２３００ ≥２４００

注：样条尺寸为５ｃｍ×２０ｃｍ。织造滤料单位面积质量为５００ｇ／ｍ
２。

９．５　滤料阻力特性

滤料的阻力特性以洁净滤料的阻力系数和滤料的残余阻力值表示，其数值应符合表１０的规定。

表１０　滤料的阻力特性

项　目
滤料类型

非织造滤料 织造滤料

洁净滤料阻力系数 ≤２０ ≤３０

残余阻力／Ｐａ ≤３００ ≤４００

９．６　滤料的滤尘性能

滤料的滤尘性能以其静态除尘率和动态除尘率表示，其数值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表１１　滤料的滤尘性能

项　目
滤料类型

非织造滤料 织造滤料

静态除尘效率／％ ≥９９．５ ≥９９．３

动态除尘效率／％ ≥９９．９ ≥９９．９

９．７　滤料的耐温特性

滤料的耐温特性以其热处理后的热收缩率与断裂强力保持率表示，其值应符合表１２的规定。

表１２　滤料的热收缩率与断裂强力保持率考核指标

项　目 经　向 纬　向

连续工作温度下２４ｈ热收缩率／％ ≤１．５ ≤１

连续工作温度下２４ｈ断裂强力保持率／％ ≥１００ ≥１００

瞬时工作温度下断裂强力保持率／％ ≥９５ ≥９５

　　瞬时工作温度与连续工作温度按生产厂商在滤料参数中给出的温度测试。瞬时工作按瞬时温度下

加热１０ｍｉｎ，在室温下冷却１０ｍｉｎ，再加热冷却往复循环１０次后测试。

９．８　专项技术要求

具有特殊功能的滤料，除应符合９．１～９．７的规定外，还应达到滤料专项功能的规定指标。

９．８．１　防静电滤料的静电特性应符合表１３的规定。

表１３　防静电滤料静电特性

考 核 项 目 最 大 限 值

摩擦荷电电荷密度／（μＣ／ｍ
２） ＜７

摩擦电位／Ｖ ＜５００

半衰期／ｓ ＜１

表面电阻／Ω ＜１０
１０

体积电阻／Ω ＜１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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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２　滤料耐腐蚀性以滤料经酸或碱性物质溶液浸泡后的强度保持率表示，其值应符合表１４的规定。

测试方法见附录Ｄ。

表１４　滤料耐腐蚀特性考核指标

项　目 经　向 纬　向

酸（或碱）处理后断裂强力保持率／％ ≥９５ ≥９５

９．８．３　疏水滤料的疏水特性以淋水等级表示，淋水等级应大于或等于４级。

９．８．４　疏油滤料的疏油性等级应大于３级。

９．８．５　阻燃型滤料于火焰中只能阴燃，不应产生火焰，离开火焰，阴燃自行熄灭。

１０　滤料检测方法

１０．１　滤料形态性能的检测

１０．１．１　合纤织造滤料的厚度按ＧＢ／Ｔ３８２０的规定检测。

１０．１．２　合纤非织造滤料及复合非织造滤料厚度按ＦＺ／Ｔ６０００４的规定检测。

１０．１．３　合纤织造滤料的单位面积质量按ＧＢ／Ｔ４６６９的规定检测。

１０．１．４　合纤非织造滤料及复合非织造滤料单位面积质量按ＦＺ／Ｔ６０００３的规定检测。

１０．１．５　合纤滤料及复合滤料的幅宽按ＧＢ／Ｔ４６６７的规定检测。

１０．１．６　合纤滤料及复合滤料的织物经纬密度按ＧＢ／Ｔ４６６８检测。

１０．１．７　玻纤滤料的厚度、幅度、织物密度按ＧＢ／Ｔ７６８９．１～７６８９．３规定检测，玻纤滤料的单位面积质

量按ＧＢ／Ｔ９９１４．３规定检测。

１０．１．８　上列１０．１．１～１０．１．７各项检验，均须根据检测数据计算其平均值、偏差和ＣＶ值。

１０．１．９　滤料的体积密度按式（３）计算：

ρｃ＝
ω
狋
×１０

－３ ……………………………（３）

　　式中：

ρｃ———滤料的体积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ｇ／ｃｍ
３）；

ω———滤料单位面积质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ｇ／ｍ
２）；

狋———滤料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滤料体积密度应取５个样品实测值的平均值。

１０．１．１０　滤料的孔隙率按式（４）计算：

Δ＝ １－
ω

１０００狋·ρ（ ）ｆ ×１００ ……………………………（４）

　　式中：

Δ———孔隙率，％；

ρｆ———滤料所用纤维的真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ｇ／ｃｍ
３）；

ω、狋含义同式（３）。

１０．２　滤料强力和伸长性能的检测

１０．２．１　合纤滤料及其复合滤料的强力、伸长率按ＧＢ／Ｔ３９２３．１的规定检测。

１０．２．２　高强低伸的合纤滤料及其复合滤料的定负荷伸长率检测方法按ＧＢ／Ｔ３９２３．１的规定，准备能

满足名义夹持长度达２００ｍｍ、宽度为５０ｍｍ的试样五条，分别将五条试样的一端夹紧固定，每条的另

一端加载４０Ｎ，静置２４ｈ后卸载，取下试样并测量其长度，分别计算五条试样的伸长率（％），然后求其

平均值。

１０．２．３　玻纤滤料的强力和伸长率按ＧＢ／Ｔ７６８９．５的规定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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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滤料透气性检测

滤料的透气率按ＧＢ／Ｔ５４５３的规定检测，单位为ｍ
３／（ｍ

２·ｍｉｎ），计算其ＣＶ值和偏差。

１０．４　滤料阻力特性的检测

１０．４．１　洁净滤料阻力系数使用滤料静态性能测试仪检测，方法见附录Ａ。

１０．４．２　滤料的动态阻力、残余阻力利用滤料动态滤尘性能测试仪检测，方法见附录Ｂ。

１０．５　滤料滤尘性能检测

１０．５．１　滤料静态滤尘性能使用滤料静态性能测试仪检测，方法见附录Ａ。

１０．５．２　滤料动态滤尘性能利用滤料动态滤尘性能测试仪检测，方法见附录Ｂ。

１０．６　滤料特殊功能的检测

１０．６．１　滤料的静电特性按ＧＢ／Ｔ１２７０３的规定检测。

１０．６．２　滤料的疏水性按ＧＢ／Ｔ４７４５的规定检测。

１０．６．３　滤料的耐温特性能按附录Ｃ检测。

１０．６．４　滤料的耐腐蚀性按附录Ｄ检测。

１０．６．５　滤料的疏油性等级按附录Ｅ检测。

１０．６．６　滤料的阻燃性按ＧＢ／Ｔ５４５５的规定检测。

１１　滤袋

１１．１　滤袋的分类

按横断面的形状，将滤袋分为圆形及异形两类。

１１．１．１　圆形滤袋

滤袋为圆筒形，其规格用直径×长度、即犇（ｍｍ）×犔（ｍｍ）表示。

１１．１．２　异形滤袋

形状特异的滤袋，包括扁平形、梯形等。其规格以其构造的特征参数表示。

１１．２　滤袋规格及偏差

１１．２．１　圆形滤袋规格及偏差

１１．２．１．１　对于圆形滤袋，以其内直径的尺寸确定规格。

１１．２．１．２　圆形滤袋以其半外周长的实测值（犘／２）及公称值（犘０／２）之差做为圆形滤袋半周长的偏差。

１１．２．１．３　各种规格圆形滤袋半周长的偏差应符合表１５的规定。

表１５　圆形滤袋半周长偏差的限值

滤袋直径犇／ｍｍ 半周长偏差限值／ｍｍ

１２０～１８０ ＋１．０

２００～２３０
＋１．５
－１．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２．０
－１．０

１１．２．１．４　圆形滤袋半周长偏差按下述方法测量和计算：

ａ）　按图１所示，将滤袋叠合展平；

图１　滤袋半周长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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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在滤袋上口和下口各测一处，中间每隔１．５ｍ测定滤袋半外周长犘／２；

ｃ）　计算滤袋公称半外周长犘０／２；

ｄ）　圆形滤袋半周长偏差Δ犃按式（５）、式（６）计算：

Δ犃＝
１

２
犘－

１

２
犘０ ……………………………（５）

１

２
犘０＝

π（犇＋２δ）

２
……………………………（６）

式中：

犇———滤袋的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δ———滤袋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１１．２．１．５　圆形滤袋的长度偏差见表１６。

表１６　圆形滤袋长度极限偏差 单位为毫米

最大长度 偏　差

４０００ ＋１５

８００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０

１１．２．２　异形滤袋规格及偏差。

１１．２．２．１　对于异形滤袋，按内周长确定其规格。

１１．２．２．２　滤袋的形态偏差见表１７。

表１７　异形滤袋形态偏差 单位为毫米

滤袋内周长 滤袋内周长偏差 最大长度 滤袋长度偏差

＜５００
＋６
－２

＜５００
＋６
－２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８
－３

＞１０００
＋１０
－４

＜６０００ ＋１５

≥６０００ ＋２０

１１．３　缝制滤袋的技术要求

１１．３．１　滤袋的缝线

１１．３．１．１　滤袋的纵向缝线必须牢固、平直，且不得少于三条。

１１．３．１．２　滤袋袋口的环状缝线必须牢固且不得少于两条。

１１．３．１．３　滤袋防瘪环的环状缝线必须牢固，环的每边不得少于两条缝线。

１１．３．１．４　滤袋袋底的缝线允许单线，但必须缝两圈以上。

１１．３．２　滤袋缝线的材质

１１．３．２．１　滤袋缝线的材质应与滤料材质相同，其强力须≥２７Ｎ；玻璃纤维缝线强力≥７０Ｎ；ＰＴＦＥ缝

线强力≥２０Ｎ。

１１．３．２．２　当使用不同于滤料材质的缝线时，必须经测试证明所用缝线的主要性能指标等同或优于滤

料同材质的缝线。

１１．３．３　滤袋缝合质量

１１．３．３．１　滤袋的缝线在１０ｃｍ内的针数应为３０±５针，玻璃纤维滤料为２７±３针。

１１．３．３．２　滤袋的缝合宽度为１０ｍｍ～２０ｍｍ，滤袋口径大者宜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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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３．３　当采用热粘合法时，首先需进行粘合牢度的对比检验，其粘合牢度须等于或大于滤料纬向强

力，其粘合宽度不得小于１０ｍｍ。

１２　滤料与滤袋的检验

１２．１　检验抽样

质检部门对每批次的滤料和滤袋都必须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要求抽样检验。滤料及滤袋每批次抽

样５％。

１２．２　检验类别

滤料与滤袋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

１２．２．１　滤料产品出厂检验

每批量滤料产品出厂前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者方可出厂，出厂产品必须附有产品合格证

１２．２．１．１　滤料的出厂检验按表１８中的项目进行，并应达到所规定的指标。

表１８　滤料的出厂检验项目及要求

滤料的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滤料的原料品质、型号及规格

的认定

滤料选用的与实际应用的原料品质、

型号、及规格应完全一致

批量产品投产前，须核对设计用原料与实际

使用原料的质量检验单、产品包装标志上的

品质、型号、规格的一致性。如无质量检验

单，须补做原料的质量检验

形态性能

厚度

单位面积质量

幅宽

符合表５要求 按文内规定的方法

强力及伸长率 符合表８、表９要求 按１０．２规定进行

透气性 符合表６、表７要求 按１０．３规定进行

滤料的特殊功能
每批量产品的每项特殊功能都须进

行相应专项检验，并达到要求的指标
按１０．６规定的专项进行检验

１２．２．１．２　滤袋的出厂检验按表１９规定的项目进行并应达到规定的指标。

表１９　滤袋出厂检验项目及要求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外观 无疵点、无破洞、无油渍 在规定的照度下进行目测

几何尺寸 符合第１１章各项规定 用熨斗在缝线处熨一次后用钢板尺测量

缝线

ａ）　１ｍ缝线内跳线不超过１针、１线、１处；

ｂ）　无浮线；

ｃ）　无掉道

在规定的照度下进行目测

１２．２．２　型式检验

１２．２．２．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试制新产品鉴定时；

ｂ）　产品投产后，当产品所用材料或产品生产工艺有较大变化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ｄ）　上级质检部门提出质检要求时。

１２．２．２．２　滤料型式检验按第９章中有考核指标的项目进行并应达到规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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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２．３　滤袋型式检验应对所用滤料按１２．２．２．２进行检验，同时按第１１章中有考核指标的项目进

行并应达到规定的指标。

１３　滤料与滤袋的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

１３．１　包装

１３．１．１　不同类型和规格的滤料与滤袋必须单独包装。

１３．１．２　玻纤滤料应首先卷在硬性纸管上，再外套塑料袋。包装好的滤料卷应装入干燥的纸箱内。

１３．１．３　滤袋必须整齐排列、有规律地包装。对于有防瘪环的滤袋要避免防瘪环受压变形；对于需保持

形态的滤袋，应在袋内填物后包装入箱。

１３．１．４　产品包装应防水、牢固和便于运输。

１３．１．５　产品包装箱内应有产品合格证。

１３．２　标志

１３．２．１　包装箱的外部应有印刷标志。

１３．２．２　标志的内容包括：厂名、厂址、品名、规格、质量等级、执行的标准号和出厂日期等。

１３．２．３　标志要明显、清晰和便于识别。包装箱外部的明显部位，应按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标明：“防潮”、

“禁止倒放”和“堆码层数极限”图示。

１３．３　产品的贮存和运输

１３．３．１　产品要存放在：通风、干燥、不受日晒的常温地带；与墙壁的距离不应小于２００ｍｍ，并要远离

火源和高温物体。

１３．３．２　产品要用干燥、有遮篷运输工具运输，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水浸、压轧、撞击和沾污。

１４　袋式除尘器测试项目及要求

１４．１　测试项目

ａ）　除尘器进出口管道内气体的静压、动压、全压；

ｂ）　除尘器进出口管道内气体的温度；

ｃ）　除尘器进出口管道内气体的湿度；

ｄ）　除尘器进出口管道内气体的流速、流量；

ｅ）　除尘器进出口管道内气体的含尘浓度。

１４．２　测试要求

１４．２．１　应在袋式除尘器通过试运行后的６个月内完成。

１４．２．２　应在袋式除尘器设计指定的清灰强度和清灰周期条件下进行。

１４．２．３　测试前应保证袋式除尘器处于正常运行工况，以使滤袋上的残余粉尘达到动态平衡状态。

１４．２．４　对于新滤袋，在满足１４．２．１及１４．２．２条件下保证袋式除尘器持续工作时间不得少于４ｈ。

１４．２．５　对非指定用途的实验样机的测定，采用中位径ｄｃ５０为８μｍ～１２μｍ，几何标准偏差σｇ 在２～

３范围内的３２５目滑石粉为实验粉尘。

１４．２．６　对指定用途的实验样机的测定，采用实际处理的粉尘为实验粉尘，并应测定其粒径分布和真

密度。

１４．２．７　实验样机各项性能参数的测定，应保证实验样机在其设计的额定风量和含尘浓度条件下进行。

１５　袋式除尘器测试方法

１５．１　测点位置、测试采样孔和测点数的规定

１５．１．１　测点位置

测点位置应选择在气流平稳的直线管道内，距弯头、变径管等干扰源下游方向大于６倍当量直径，

７１

犌犅／犜６７１９—２００９



上游方向大于３倍当量直径。位置选择时应优先考虑垂直管段，当条件受限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尽

可能选择气流稳定的断面，并适当增加测点数量和测试频次。测点前直管段的长度必须大于测点后直

管段的长度。

１５．１．２　测孔

１５．１．２．１　静压测孔的构造如图２所示，孔的轴线应与管道垂直，孔径为２ｍｍ，周边不得有毛刺。静

压接头为内径６ｍｍ，长３０ｍｍ的管嘴，与管壁的焊缝不得漏气。

单位为毫米

１———测静压接头；

２———管壁或器壁。

图２　静压测孔

１５．１．２．２　风量和粉尘浓度测孔的构造如图３所示。

单位为毫米

１———管壁；

２———丝堵；

３———短管。

图３　风量和粉尘浓度测孔

１５．１．３　测点数

１５．１．３．１　圆形管道测点

在选定的测试断面上，设置互相垂直的两个测孔，同时把管道断面分成一定数量的等面积同心圆

环，通过测孔沿该断面的直径方向，在各等面积圆环上各取四个点作为测点。如图４所示。测点数量按

表２０确定，原则上测点数不超过２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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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圆形管道测点

表２０　圆形管道等面积圆环和测点数

管道直径／ｍ 分环数 测点数（两孔共计）

＜０．２ — １

０．２～０．６ １～２ ２～８

０．６～１．０ ２～３ ８～１２

１．０～２．０ ３～４ １２～１６

２．０～４．０ ４～５ １６～２０

＞４．０ ５ ２０

注：对管道直径小于０．２ｍ，管道内流速分布均匀的小管道，可取管道中心作为测点。

　　测点的位置可用测点距管道内壁距离表示，采样孔入口端至各测点管道直径的倍数见表２１。当测

点距管道内壁距离小于２５ｍｍ时，取２５ｍｍ。

表２１　圆形截面管道测点距管道内壁的距离（以管道直径倍数计）

测点号
环　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０．１４６

０．８５４

０．０６７

０．２５０

０．７５０

０．９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１４６

０．２９４

０．７０６

０．８５４

０．９５６

０．０３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９５

０．３２１

０．６７９

０．８０５

０．８９５

０．９６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２

０．１４５

０．２２７

０．３４４

０．６５６

０．７７３

０．８５５

０．９１８

０．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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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３．２　矩形管道测点

将管道断面分成若干个等面积小矩形，使小矩形相邻两边之比接近１，每个小矩形的中心即为测

点。如图５所示。测点数量按表２２确定，原则上测点数不超过２０个。

图５　矩形管道测点位置

表２２　矩形管道的分块及测点数

管道断面积／ｍ
２ 等面积小块长边长度／ｍ 测　点　数

＜０．１ ＜０．３２ １

０．１～０．５ ＜０．３６ １～４

０．５～１．０ ＜０．５０ ４～６

１．０～４．０ ＜０．５７ ６～９

４．０～９．０ ＜０．７５ ９～１６

＞９．０ ＜１．０ ≤２０

注：管道断面面积小于０．１ｍ
２，流速分布比较均匀时，可取断面中心作为测点。

１５．２　管道内气体温度

对常温气体，可使用玻璃水银温度计测量（需防止测孔漏风）。一般只需测管道中央部位的温度；当

管道当量直径大于５００ｍｍ时，插入深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ｍ。温度计插入管道后５ｍｉｎ方可读数，且不

可将玻璃温度计抽出管道外读数。

对高温气体，一般使用热电偶温度计测量。当温度场比较均匀，管道中高低温度之差不大于１０℃

时，可只测管道中央部分的温度，否则应至少测定一条轴线上各测点的温度，取其算术平均值。

１５．３　管道内气体湿度

１５．３．１　对物料煅烧（湿法或半干法）、物料烘干、燃煤锅炉、垃圾焚烧以及含水物料的磨机、混合设备等

气体含湿量大的除尘系统，应进行含尘气体湿度测定。

１５．３．２　气体温度在１００℃以下时，可使用干湿球温度计测定气体湿度。气体中水蒸气含量的体积分

数按式（７）计算：

犡ｗ ＝
犘ｖ－０．０００６６（狋ｄ－狋ｗ）（犅ａ＋狆ｂ）

犅ａ＋狆
－

ｓ

×１００ ……………………（７）

　　式中：

犡ｗ———气体中所含水蒸气的体积分数，％；

犘ｖ———温度为狋ｗ 时的饱和水蒸气压力（见附录Ｆ），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ｄ———干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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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ｗ———湿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犅ａ———当地当时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狆ｂ———通过湿球表面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狆
－

ｓ
———管道内的气体平均静压（各测点静压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１５．３．３　气体在１００℃以上时，可采用冷凝法测定湿度。

１５．３．４　气体的湿度也可以使用湿度计直接测出。

１５．４　管道内气体压力

１５．４．１　管道内静压

使用皮托管测定各测点静压，取其算术平均值。如用Ｓ型皮托管测定，应以其校正系数修正。

１５．４．２　管道内全压

使用皮托管测定各测点全压，取其算术平均值。如用Ｓ型皮托管测定，应以其校正系数修正。

１５．５　管道内气体流量

１５．５．１　气体流速的计算

使用皮托管测量各测点的动压，然后按式（８）计算各测点的气体流速：

对于较清洁的排气管道，可使用标准皮托管测量动压；

对于含尘管道，应使用Ｓ型皮托管测量动压。

犞犻＝犓狏
２狆ｄ

槡ρ
……………………………（８）

　　式中：

犞犻———各测点的气体流速，单位为米／秒（ｍ／ｓ）；

犓狏———Ｓ型皮托管的风速校正系数；

狆ｄ———测点的气体动压读数，单位为帕（Ｐａ）；

ρ———测点的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计算见式（９）。

ρ＝２．６９５ρＮ×
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ｓ

……………………………（９）

　　式中：

ρＮ———标准状态下的测点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犅ａ———当地当时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狆ｓ———测点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ｓ———测点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标准状态下气体密度的通用计算式见式（１０）：

ρＮ ＝
１

２２．４
［（犿１犡１＋犿２犡２＋…＋犿狀犡狀）（１－犡ｗ）＋１８犡ｗ］ …………（１０）

　　式中：

犿１，犿２，…，犿狀———气体中各种成分的相对分子质量；

犡１，犡２，…，犡狀———干气体中各种成分的体积分数，％；

犡ｗ———气体中的水蒸气体积分数，％。

对一般除尘系统，可忽略气体含湿量的影响，取ρＮ＝１．２９３ｋｇ／ｍ
３，则可按式（１１）计算气体密度：

ρ＝３．４８５×
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ｓ

……………………………（１１）

　　对高湿系统，应测出气体湿度，由式（１２）求出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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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２．６９５［ρＮｄ（１－犡ｗ）＋０．８０４犡ｗ］
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ｓ

………………（１２）

　　式中：

ρＮｄ———标准状态下干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１５．５．２　气体的流速也可直接用风速计测出

１５．５．３　气体的平均流速

气体的平均流速为各测点流速的算术平均值，按式（１３）计算：

犞 ＝
∑
狀

犻＝１

犞犻

狀
……………………………（１３）

　　式中：

犞犻———各测点的气流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犞———管道内气流平均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狀———管道内测点数量。

１５．５．４　气体流量的计算

根据管道内气体的平均流速，由式（１４）、式（１５）求出气体流量：

犙Ｎ＝９７００犉
犅ａ＋狆

－

ｓ

２７３＋狋
－（ ）
ｓ

犞 …………………（１４）

犙′Ｎ＝犙Ｎ（１－犡ｗ） ……………………………（１５）

　　式中：

犙Ｎ———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Ｎ———干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犉———测定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狆
－

ｓ
———测定截面气体平均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
－

ｓ
———测定截面气体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犞———各测点流速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１５．６　管道内气体含尘浓度

１５．６．１　除尘器入口与出口管道内的粉尘浓度采用滤膜（筒）过滤计重法测定，测除尘效率时必须同时

在这两处采样。测孔位置和测点数按１５．１．１及１５．１．３确定。当除尘器出口管道内存在气流严重扰动

的情况下，没有稳定流速的平直段时，可在通风机出口管道上设测孔。

１５．６．２　遵守等速采样原则，以移动采样方法用一个滤膜（筒）在各测点上采样。各测点的采样时间应

相同。

１５．６．３　滤膜（筒）测尘采样规则

１５．６．３．１　必须对采样系统进行检漏后方能采样。

１５．６．３．２　滤膜（筒）的准备和称重，执行ＧＢ／Ｔ５７４８的规定。

１５．６．３．３　采样时一般用移动采样法在各测点以相同的采样时间进行等速采样。当不可能使用移动采

样法时，可使用代表点采样法。即根据在各测点测定的气流速度，求出平均流速，然后选定其速度接近

平均流速的测点作为采样代表点，进行粉尘采样。采样时仍应遵守等速采样的原则。

１５．６．３．４　采样时，采样嘴轴线与管内气流方向的偏差应不大于±５°。

１５．６．４　对湿度不大的除尘系统进行等速采样的抽气流率与采样体积。

１５．６．４．１　等速采样时通过转子流量计的实际流率及流量计应指示的读数，按式（１６）、式（１７）计算：

２２

犌犅／犜６７１９—２００９



狇ｍ＝０．０３５７犱
２
犓ｐ

狆ｄ（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槡 ｓ

×
２７３＋狋ｍ
犅ａ＋狆ｍ

…………………（１６）

狇′ｍ＝０．０６０７犱
２
犓ｐ

狆ｄ（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槡 ｓ

×
２７３＋狋ｍ
犅ａ＋狆槡 ｍ

……………………（１７）

　　式中：

狇ｍ———测定状态下通过转子流量计的实际流速，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狇′ｍ———当标定流量计的介质为２０℃、１０１．３ｋＰａ、湿度不大的空气时，根据实际流率狇ｍ 修正的流量

计应指示读数，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犱———采样嘴入口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犓ｐ———皮托管校正系数；

狆ｄ———采样点的气体动压，单位为帕（Ｐａ）；

犅ａ———当地当时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狆ｓ———采样点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ｓ———采样点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狆ｍ———流量计入口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ｍ———流量计入口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１５．６．４．２　采样体积按式（１８）～式（２１）计算：

犙ｓ＝∑
狀

犻＝１

狇犻犜犻×１０
－３ ……………………………（１８）

狇犻＝０．０４７１犱
２
犞 ……………………………（１９）

狇犻Ｎ ＝０．１２６９犱
２
犞
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 ）ｓ ……………………………（２０）

犙ｓＮ ＝∑
狀

犻＝１

狇犻Ｎ犜犻×１０
－３ ……………………………（２１）

　　式中：

犙ｓ———工况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犙ｓＮ———标准状态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狇犻———在各采样点达到的工况采样流率，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狇犻Ｎ———在各采样点达到的标准状态采样流率，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犜犻———在各采样点的采样时间，单位为分（ｍｉｎ）；

犱———采样嘴入口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犞———在采样点的气体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犅ａ———当地当时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狆ｓ———在采样点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ｓ———在采样点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１５．６．５　高湿系统的采样装置如图６所示。在进行等速采样时，可先利用采样系统中的冷凝干燥装置

进行湿度测定，求出气体中的水蒸气体积分数，其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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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采样嘴；

２———滤筒；

３———冷凝器；

４———冷凝水瓶；

５———温度计；

６———干燥器；

７———温度计；

８———压力计；

９———转子流量计；

１０———累积流量计；

１１———抽气泵。

图６　高湿系统采样装置

　　ａ）　取任一流量计读数犙′ｃ（一般可取１０Ｌ／ｍｉｎ～２０Ｌ／ｍｉｎ），采样１０余分钟或更长一些时间，量出

冷凝器中产生的冷凝水量和冷凝器出口温度（℃）；

ｂ）　从附录Ｆ中查出与狋ｖ 相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压力狆ｖ（ｋＰａ）值，用式（２２）求出所采气体的含

湿量：

犌ｓｗ ＝９１０
犵ｗ
犙′ｃ

犚ｍ（２７３＋狋ｍ）

犅ａ＋狆槡 ｍ

＋
１０００（犚ｍ／犚ｗ）狆ｖ
犅ａ＋狆ｍ－狆ｖ

……………（２２）

如果通过流量计的气体相对分子质量和空气的相差不大，则按式（２３）计算：

犌ｓｗ ＝４８８
犵ｗ
犙′ｃ

２７３＋狋ｍ
犅ａ＋狆槡 ｍ

＋
６２２狆ｍ

犅ａ＋狆ｍ－狆ｖ
………………（２３）

式中：

犌ｓｗ———气体含湿量，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犵ｗ———每单位采样时间的凝结水量，单位为克每分（ｇ／ｍｉｎ）；

犚ｍ———采样时通过流量计的气体的气体常数，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ｋＪ／（ｋｇ·Ｋ）］；

犚ｗ———水蒸气的气体常数，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ｋＪ／（ｋｇ·Ｋ）］；

狋ｍ———流量计入口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狆ｍ———流量计入口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犅ａ———当地当时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气体中所含水蒸气的体积分数犡ｗ（％）可用式（２４）计算：

犡ｗ ＝
犌ｓｗ

１０００（犚ｍ／犚ｗ）＋犌ｓｗ
×１０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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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流量计的气体相对分子质量和空气的相差不大，则按式（２５）计算：

犡ｗ ＝
犌ｓｗ

６２２＋犌ｓｗ
×１００ ……………………………（２５）

求出犡ｗ 后，即可用式（２６）、式（２７）求等速采样的抽气实际流率和转子流量计应指示的读数：

狇ｍ ＝０．０４７１犱
２
犞（１－犡ｗ）

犅ａ＋狆ｓ
犅ａ＋狆ｍ

×
２７３＋狋ｍ
２７３＋狋ｓ

………………（２６）

狇′ｍ ＝０．０４２８犱
２
犞（１－犡ｗ）

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ｓ

２７３＋狋ｍ
（犅ａ＋狆ｍ）犚槡 ｍ

…………（２７）

如果通过流量计的气体相对分子质量与空气的相差不大，则按式（２８）计算：

狇′ｍ ＝０．０７９９犱
２
犞（１－犡ｗ）

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ｓ

２７３＋狋ｍ
犅ａ＋狆槡 ｍ

………………（２８）

式中：

狇ｍ———测定状态下通过转子流量计的实际流率，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狇′ｍ———当标定流量计的介质为２０℃、１０１．３ｋＰａ、湿度不大的空气时，根据实际流速狇ｍ 修正的

流量计应指示读数，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犱———采样嘴入口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犞———管道中采样点的气流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狋ｓ———采样点的气体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狆ｓ———采样点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其余符号意义与式（２１）、式（２２）同。

１５．６．６　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干气体）可按累积流量计在结束抽气时的读数之差用式（２９）计算：

犙ＳＮ ＝２．６９５（犙Ｓ２－犙Ｓ１）
犅ａ＋狆ｍ
２７３＋狋ｍ

……………………（２９）

　　式中：

犙ＳＮ———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犙Ｓ２———累积流量计终读数，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犙Ｓ１———累积流量计初读数，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犅ａ———当地当时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狆ｍ———累积流量计入口处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ｍ———累积流量计入口处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当采样系统不接入累积流量计时，可由式（３０）、式（３１）求出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

狇Ｎｄ＝０．１２６９犱
２
犞
犅ａ＋狆ｓ
２７３＋狋（ ）ｓ （１－犡ｗ） ……………………（３０）

犙ＳＮ ＝∑
狀

犻＝１

狇Ｎｄ犜犻×１０
－３ ……………………………（３１）

　　式中：

狇Ｎｄ———在各采样点达到的标准状态干气体采样流率，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犱———采样嘴入口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犞———采样点的气流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犅ａ———当地当时大气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狆ｓ———在采样点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ｓ———在采样点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犡ｗ———气体中所含水蒸气的体积分数，％；

犜犻———在各采样点的采样时间，单位为分（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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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７　干含尘气体中的粉尘浓度用式（３２）计算：

犆′＝
Δ犠
犙ＳＮ

……………………………（３２）

　　式中：

犆′———干含尘气体中的粉尘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ｇ／ｍ
３）；

Δ犠———采样后的滤筒增重，单位为克（ｇ）；

犙ＳＮ———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１５．７　过滤速度、设备阻力、除尘效率、漏风率

１５．７．１　过滤速度按式（３３）计算：

犞ｆ＝
犙犻
６０犉

……………………………（３３）

　　式中：

犞ｆ———过滤速度，单位为米每分（ｍ／ｍｉｎ）；

犙犻———除尘器入口风量（见１５．５．４），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犉———除尘器滤袋的总有效过滤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１５．７．２　除尘设备阻力按式（３４）计算：

Δ犘＝Δ狆′－∑Δ犺＋狆ｈ ……………………………（３４）

　　式中：

Δ犘———除尘器总阻力，单位为帕（Ｐａ）；

Δ狆′———除尘器前后两测定截面的气体平均全压差，单位为帕（Ｐａ），计算见式（３５）；

∑Δ犺———自除尘器前后两测定截面至除尘器入口及出口法兰之间的管道阻力之和，单位为帕（Ｐａ）；

狆ｈ———气体的浮力校正值，帕（Ｐａ），计算见式（３７）。

Δ狆′＝狆ｉ－狆ｏ ……………………………（３５）

　　式中：

Δ狆′———除尘器前后两测定截面的气体平均全压差，单位为帕（Ｐａ）；

狆———除尘器测定截面的气体平均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其中角标ｉ、ｏ分别代表除尘器前后测定截面。

狆＝
狆１犞１＋狆２犞２＋…＋狆狀犞狀
犞１＋犞２＋…＋犞狀

……………………………（３６）

　　式中：

狆１，狆２，…，狆狀———除尘器前后各测定截面的气体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犞１，犞２，…，犞狀———除尘器前后各测定截面的气流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狆ｈ＝ （ρａ－ρｇ）犵犺 ……………………………（３７）

　　式中：

ρａ———测定处的大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ρｇ———管道内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犵———重力加速度，９．８ｍ／ｓ
２；

犺———除尘器前后管道内测定位置的高度差，单位为米（ｍ）。

１５．７．３　除尘效率

１５．７．３．１　吸入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按式（３８）计算：

η＝ １－
犮′０犙０Ｎ

犮′１犙′（ ）１Ｎ

×１０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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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η———除尘效率，％；

犮′０———除尘器出口的气体含尘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ｇ／ｍ
３）；

犙′０Ｎ———除尘器出口的干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犮′１———除尘器入口的气体含尘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ｇ／ｍ
３）；

犙′１Ｎ———除尘器入口的干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１５．７．３．２　压入式除尘器的除尘效率按式（３９）计算：

η＝
犙′０Ｎ
犙′１Ｎ

１－
犮′０
犮′（ ）１ ×１００ ……………………………（３９）

　　式中符号意义与式（３５）同。

１５．７．４　漏风率在除尘器正常过滤条件下（不清灰）按式（４０）计算：

α＝
犙′０Ｎ－犙′１Ｎ
犙′１Ｎ

×１００ ……………………………（４０）

　　式中：

α———漏风率，％；

犙′０Ｎ———除尘器出口的干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１Ｎ———除尘器入口的干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１５．８　现场使用性能测定次数一般为两次，必要时可增加。测定数据汇总表见附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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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滤料静态过滤性能检测

犃．１　滤料静态过滤性能测试仪

滤料静态过滤性能测试仪构造如图Ａ．１。

１———发尘器；

２———管道；

３———滤料试样夹具；

４———高效滤膜夹具；

５———均压室；

６———孔板；

７———抽气机；

８———调压器；

９、１０———微压计；

１１———电源；

１２———滤料；

１３———高效滤膜。

图犃．１　滤料静态过滤性能测试仪

犃．２　洁净滤料阻力系数测试

犃．２．１　准备直径为１００ｍｍ的滤料样品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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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２　将洁净滤料样品夹紧在滤料试样夹具３上。

犃．２．３　开动抽气机７，测定不同滤速犝犻时滤料的阻力Δ犘ｏ犻，（犻＝１，２，…，狀）。

犃．２．４　按式（Ａ．１）计算滤料的阻力系数犆：

犆＝
１

狀∑
狀

犻＝１

Δ犘ｏ犻
犝犻

……………………………（Ａ．１）

　　式中：

犝犻———第犻次测试时的滤速，单位为米每分（ｍ／ｍｉｎ）；

Δ犘ｏ犻———滤速为犝犻时洁净滤料的阻力，单位为帕（Ｐａ）；

狀———测试次数。

犃．２．５　按Ａ．２．２～ Ａ．２．４程序测试另两片滤料样品的阻力系数，取三者的平均值为该滤料的洁净滤

料阻力系数。

犃．３　滤料静态除尘率测试

犃．３．１　将滤料样品夹在滤料静态过滤性能测试仪的夹具上。

犃．３．２　经恒重后的高效滤膜称重后置于滤膜夹具处。

犃．３．３　启动抽气机７，调节流量，控制滤料滤速为（１．０±０．１）ｍ／ｍｉｎ。

犃．３．４　启动发尘器，控制粉尘浓度为（５±０．５）ｍｇ／ｍ
３，连续发尘１０ｇ。

犃．３．５　停止测试后，对高效滤膜和滤袋进行称重。

犃．３．６　按式（Ａ．２）计算滤袋的静态除尘率：

ηｊ＝
Δ犌ｆ

Δ犌ｆ＋Δ犌ｍ
×１００ ……………………………（Ａ．２）

　　式中：

ηｊ———滤料的静态除尘率，％；

Δ犌ｆ———受检滤料捕集的粉尘量，单位为克（ｇ）；

Δ犌ｍ———高效滤膜捕集的粉尘量，单位为克（ｇ）。

犃．３．７　按Ａ．３．１～Ａ．３．５程序测试第二个滤料试样的静态除尘率，如果与第一条滤料静态除尘率的

误差小于５％，取二者平均值作为滤料的静态除尘率；误差大于５％时，补作第三个滤料样品，取三者平

均值作为滤料的静态除尘率。

犃．３．８　测试采用氧化铝粉尘，粒度分布见表Ａ．１。

表犃．１　测试用氧化铝粉尘粒径分布

粒径／μｍ ＜４ ＜２５ ＜１００

百分比／％ ５０ ９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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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滤料动态过滤性能测试

犅．１　滤料动态过滤性能测试仪

滤料动态过滤性能在ＤＬＣ２００４滤料动态过滤性能测试仪上进行。该测试仪由粉尘供给装置、本

体和控制记录装置组成，如图Ｂ．１所示。

图犅．１　滤料动态过滤性能测试仪示意图

犅．１．１　粉尘供给装置

供给、分散部分由供给机和粉尘分散器组成，在Ｂ．２．４内所示精度范围内能将供粉机提供的凝集

粒子充分分散。

犅．１．２　本体

本体由尘气通道、滤料夹具、净气通道、清灰机构、高效滤膜夹具与本体支架等组成，清灰机构由压

缩空气罐、压力计、电磁阀及喷吹管组成。压缩空气要用油水分离器充分去除水份。

犅．１．３　控制记录装置

控制记录装置设有控制记录设备。控制器用于控制清灰压力和脉冲喷吹时间等；记录部分记录滤

料压力损失、清灰压力、清灰时间、喷吹时间等各项参数。

犅．２　滤尘性能测试方法

犅．２．１　测试顺序

测试按如下顺序进行：

ａ）　初始滤料样品滤尘性能测定：在滤料夹具上安装滤料样品，滤料样品规格为１５０ｍｍ，当压力

损失达到１０００Ｐａ时进行清灰，反复３０次后测定高效滤膜增重及出口粉尘浓度并记录；

ｂ）　老化处理：滤尘过程中进行间隔为５ｓ的反吹清灰，反复１０００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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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稳定化处理：为使老化后的滤料样品滤尘性能稳定，按照ａ）进行１０次滤尘———清灰操作；

ｄ）　稳定化后滤料滤尘性能测定：对于经上述稳定化处理的滤布，按照ａ）进行３０次滤尘———清灰

操作。测试粉尘通过量及出口粉尘浓度并记录；

ｅ）　在ａ）～ｄ）测试中均记录全过程各瞬时阻力值。

犅．２．２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如表Ｂ．１所示。测试用氧化铝粉尘粒径分布见附录Ａ的表Ａ．１。

表犅．１　滤料动态滤尘性能测试条件

项　目 符　号 数值／种类

测试用粉尘 氧化铝

入口粉尘浓度 犆ｉｎ ５ｇ／ｍ
３

过滤速度 犞 ２ｍ／ｍｉｎ

清灰阻力 Δ犘ｃ １０００Ｐａ

喷吹压力 犘 ５００ｋＰａ

脉冲喷吹时间 狋Ｐ ５０ｍｓ

犅．２．３　测试步骤

ａ）　记录检测室温度、相对湿度及大气压力；

ｂ）　由检测条件调整检测装置包括气体流量、粉尘供给量，清灰阻力，清灰次数，喷吹压力，脉冲喷

吹时间等；

ｃ）　粉尘在１０５℃～１１０℃温度下干燥３ｈ以上，在干燥器中放置１ｈ以上；

ｄ）　根据质量法求入口粉尘浓度；

ｅ）　将滤料样品裁剪后安装到滤料夹具上，对夹具进行称量；

ｆ）　称量高效滤纸并装入采样部分；

ｇ）　开动真空泵，进行Ｂ．２．１ａ）的滤尘性能试验，记录全过程的瞬时阻力值；

ｈ）　取出滤料夹具并称量，求出残留粉尘量；

ｉ）　取出高效滤纸并称重，计算出口粉尘浓度；

ｊ）　测定残余阻力（Δ狆ｒ），记录采样时间（狋），并算出除尘效率（η）；

ｋ）　把滤料夹具重新安装到实验装置上，更换高效滤纸，进行Ｂ．２．１ｂ）老化处理；

ｌ）　进行Ｂ．２．１ｃ）稳定化处理；

ｍ）　为了进行Ｂ．２．１ｄ）的过滤性能测定，取出滤料样品，称量后计算粉尘残留量；

ｎ）　将滤料样品重新安装到滤料夹具上，称量后装到检测装置上；

ｏ）　称量高效滤纸，组装到滤纸夹具上；

ｐ）　开启真空泵进行与Ｂ．２．１ａ）同样的测试；

ｑ）　全部过程均应考虑高效滤纸的恒重。

犅．２．４　精度控制

ａ）　入口粉尘浓度的偏差应保持在±７％之内，为此，供粉机的精度设定值在±２％内。

ｂ）　过滤速度变动范围保持在±２％。它的流量计精度保持在设定值的±２％，温度变动范围保持

在设定值的±１％之内。

ｃ）　脉冲压力变化范围保持在±３％（±１５ｋＰａ），为此压气罐的压力计精度设定值保持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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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５　测试结果

普通测试可只做Ｂ．２．１．ａ）的３０次，型式检验时或产品改进时必须做Ｂ．２．１的全部。

犅．２．６　剥离率犓计算

犓 ＝ （犘－犘犻）／（犘－犘０）×１００ ……………………………（Ｂ．１）

　　式中：

犘———清灰阻力；

犘犻———第犻吹清灰后阻力；

犘０———洁净滤料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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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滤料耐温特性测试

　　滤料耐温特性以热处理后滤料的强度保持率及热收缩率表示。

滤料经热处理后的强度保持率和伸长率的测试按下列步骤进行：

ａ）　在滤料样品上随机剪取５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滤料４块；

ｂ）　取出其中一块试样，分别测定其经纬向断裂强度犳０ 及断裂伸长率λＬｉ；

ｃ）　将其余三块分别测量其经向、纬向长度犔０，标记后平行悬挂于高温箱内；

ｄ）　以２℃／ｍｉｎ速度升温至该滤料最高连续使用温度后恒温并开始计时；

ｅ）　恒温２４ｈ后取出滤料，滤料冷却后分别测定各块滤料经纬向长度犔１，经纬向断裂强力犳１ 及断

裂伸长率 ；

ｆ）　按式（Ｃ．１）和式（Ｃ．２）计算滤料经热处理后的经纬向断裂强力保持率λ和经纬向热收缩率θ。

λ＝
犳１

犳０
×１００ ……………………………（Ｃ．１）

θ＝
犔０－犔１
犔０

×１００ ……………………………（Ｃ．２）

式中：

λ———热处理后滤料的经纬向强度保持率，％；

θ———热处理后滤料的经纬向热收缩率，％；

犳０———未经处理滤料经向断裂强力，样条尺寸为５ｃｍ×２０ｃｍ，单位为牛（Ｎ）；

犳１———热处理后滤料经纬向断裂强力的平均值，单位为牛（Ｎ）；

犔０———未经热处理滤料的经纬向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１———热处理后滤料的经纬向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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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滤料耐腐蚀性检测

　　滤料的耐腐蚀性以滤料经酸或碱性物质溶液浸泡后的强度保持率表示。

滤料的强度保持率的测试按下列步骤进行：

ａ）　在３ｍ
２ 滤料样品上随机剪取５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滤料３块；

ｂ）　取其中一块按ＧＢ／Ｔ３９２３．１测定其经纬向断裂强度犳０；

ｃ）　将第２块浸在温度８５℃、质量分数６０％的Ｈ２ＳＯ４ 溶液中；

ｄ）　将第３块浸于质量分数为４０％的ＮａＯＨ常温溶液中；

ｅ）　２４ｈ后将它们全部取出，经过清水充分漂洗，并在通风橱中干燥；

ｆ）　按ＧＢ／Ｔ３９２３．１测定其经纬向断裂强力犳犻。按式（Ｄ．１）计算其经纬向断裂强力保持率λ：

λ＝
犳犻

犳０
×１００ ……………………………（Ｄ．１）

式中：

λ———断裂强力保持率，％；

犳０———滤料初始断裂强力；

犳犻———第犻种检验的滤料强力。

为测试滤料耐有机物的腐蚀性，可将上述的酸、碱溶液，改换为相应有机溶液，按上述同样步骤，测

定其强力保持率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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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滤料疏油性的检测

犈．１　方法

将不同表面张力的碳氢化合物分别设为１、２、３、４、５、６、７、８共八个拒油等级的检测液；由１向８取

不同等级的检测液，逐次滴在滤料试样上；观察滤料的湿润情况；拒油性的等级以滤料表面不湿润所用

滴液的等级编号１，２，…，８而定。

犈．２　检测准备

犈．２．１　取样：离滤料一端１ｍ以上、滤料边１０ｃｍ以上，取２０ｃｍ×２０ｃｍ试样三片，试样应平整、无

折痕。

犈．２．２　调湿：将试样置于温度２０℃±２℃、相对湿度６５％±２％的标准大气中４ｈ以上，存放在玻璃容

器中待用。

犈．３　检测用仪器备品

犈．３．１　滴瓶：可用３０ｍＬ、５０ｍＬ或６０ｍＬ容量的磨口滴瓶，配有磨口吸管，滴瓶外需粘贴表明拒油性

等级的标签。

犈．３．２　橡胶吸头：使用前，先洗去橡胶吸头上的滑石粉，或用正庚烷浸泡，去除其上的有机杂质，洗净、

烘干后待用。

犈．３．３　秒表。

犈．３．４　铝质或玻璃容器（大于试样尺寸）。

犈．３．５　标准试液：共分８级，１级拒油性等级最低，８级拒油性最高。各等级标准液的原料及其性能见

表Ｅ．１。

表犈．１　标准液的原料及其性能

拒油等

级编号
标准液原料 纯度 表面张力ａ／（Ｎ／ｃｍ） 沸点／℃ 备注

１ 白矿物油 工业纯 ３．１４５×１０
－４ —

３８℃时黏度为：

３７×１０
－３
Ｐａ·ｓ

２
白矿物油与正十六烷体积比

＝６５∶３５（混合时温度２１℃）
化学纯 ２．９６０×１０

－４ — —

３ 正十六烷 化学纯 ２．７３０×１０
－４

２８６～２８８ —

４ 正十四烷 化学纯 ２．６３５×１０
－４

２５０～２５３ —

５ 正十二烷 化学纯 ２．４７０×１０
－４

２０９～２１２ —

６ 正癸烷 化学纯 ２．３５０×１０
－４ １７３～１７５ —

７ 正辛烷 化学纯 ２．１４０×１０
－４

１２４～１２６ —

８ 正庚烷 化学纯 １．９７５×１０
－４

９８～９９ —

ａ表面张力为２５℃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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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４　操作步骤

犈．４．１　自容器中取出一片滤料检测样品（其他备用）移到通风良好的房间。

犈．４．２　将滤料检测样品展平放在光滑的玻璃平面上。

犈．４．３　用滴瓶吸管小心地吸满一管１级标准液，在试样表面滴一滴、间隔一定距离再滴一滴（液滴直

径约为５ｍｍ）。

犈．４．４　从４５°角处连续３０ｓ观察液滴对试样的湿润情况。

犈．４．５　如液滴对试样未形成湿润，则取高一个等级的标准液，在离开原液滴３０ｍｍ～５０ｍｍ处再依次

滴两滴，重新观察３０ｓ。

犈．４．６　重复操作Ｅ．４．５，直到在滤料试样的表面或下面出现明显的湿润状态为止。

犈．５　滤料拒油等级的确定

犈．５．１　试样表面的正常湿润状态表现为：油滴处试样颜色变深；油滴消失；油滴外缘渗化或油滴闪光

消失。

犈．５．２　将使滤料试样表面不湿润的最后一个标准液的级号定为滤料的拒油等级。例如，用４级标准

液未使表面湿润，改用５级时表面湿润，则滤料的拒油等级为４级。

犈．５．３　按每组两滴湿润效果一致的标准液确定为等级。如不一致，在原液滴附近重复滴两滴的操作，

但最多三次。将湿润效果一致、滴液次数最多的所用标准液的级号作为滤料的拒油等级。

说明：由于ＦＺ／Ｔ０１０６７《层织物拒油性测试方法》（原系由ＺＢＷ０４０１５８９修订而成、并将之取

代，但２００１年已被废止）。当前，无其他标准可为作拒油性检测的依据，所以本标准依据ＦＺ／Ｔ０１０６７

的基本原理编写了此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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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资料性附录）

在１０１．３３犽犘犪压力下，不同温度时的饱和水蒸气压力

表犉．１　１０１．３３犽犘犪压力下不同温度时的饱和水蒸气压力

温度／℃ 犘ｖ／ｋＰａ

０ ０．６１

５ ０．８７

６ ０．９３

７ １．００

８ １．０７

９ １．１５

１０ １．２３

１１ １．３１

１２ １．４０

１３ １．４９

１４ １．６０

１５ １．７１

１６ １．８１

１７ １．９３

１８ ２．０７

温度／℃ 犘ｖ／ｋＰａ

１９ ２．２０

２０ ２．３３

２１ ２．４９

２２ ２．６４

２３ ２．８１

２４ ２．９９

２５ ３．１７

２６ ３．３６

２７ ３．５６

２８ ３．７７

２９ ４．００

３０ ４．２４

３１ ４．４９

３２ ４．７６

３３ ５．０３

温度／℃ 犘ｖ／ｋＰａ

３４ ５．３２

３５ ５．６３

３６ ５．９５

３７ ６．２８

３８ ６．６３

３９ ６．９９

４０ ７．３７

４１ ７．７７

４２ ８．２０

４３ ８．６４

４４ ９．１０

４５ ９．５８

４６ １０．０９

４７ １０．６１

４８ １１．１６

温度／℃ 犘ｖ／ｋＰａ

４９ １１．７３

５０ １３．３４

５１ １２．９５

５２ １３．６１

５３ １４．２９

５４ １４．９９

５５ １５．７４

５６ １６．５０

５７ １７．３０

５８ １８．１４

５９ １９．００

６０ １９．９１

６１ ２０．８４

６２ ２１．８３

６３ ２２．８４

温度／℃ 犘ｖ／ｋＰａ

６４ ２３．８９

６５ ２４．９９

６６ ２６．１３

６７ ２７．３２

６８ ２８．５５

６９ ２９．８１

７０ ３１．１４

７５ ３８．５３

８０ ４７．３２

８５ ５７．７８

９０ ７０．０７

９５ ８４．４７

１００ １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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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附录）

袋式除尘器使用情况及性能测定数据汇总表

表犌．１　袋式除尘器使用情况及性能测定数据汇总表

工厂名称

车间名称

系统编号及名称

尘源名称及工作情况

除尘系统基本情况 测定项目 单位 设计值
测定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粉尘

气体

除尘器

成分

粒径分布或

中位径

真密度

成分

理化特征

型号规格

过滤面积

清灰方式

清灰周期

清灰强度

入口

气体

流量

温度

静压

含湿量

含尘浓度

出口

气体

流量

温度

静压

含湿量

含尘浓度

除尘效率

ｍ
３／ｈ

℃

Ｐａ

％

ｇ／ｍ
３

ｍ
３／ｈ

℃

Ｐａ

％

ｇ／ｍ
３

％

滤袋

尺寸 漏风率 ％

材料 设备阻力 Ｐａ

运转天数 过滤速度 ｍ／ｍｉｎ

风机

型号

风量×风压

×功率

消声情况

备注
测定日期

测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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