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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高效空气过滤器

用于空气过滤且使用GB/T6165规定的钠焰法检测，过滤效率不低于99.9%的空气过滤器。

3.1 .2超高效空气过滤器

用于进行空气过滤且使用GB/T6165规定的计数法检测，过滤效率不低于99.9%的空气过滤器。

3.1.3粒径

指用某种测定方法测出的粒子名义直径。单位以um表示。

3.1.4中值直径

指气溶胶粒径累计分布占50%时所对应的粒径值。实用中常用计数中值直径好质量中值直径。

3.1.5效率

指过滤器捕集=气溶胶微粒的能力。被过滤器过滤掉的气溶胶与原始气溶胶浓度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1.6透过率



指过滤器过滤后的气溶胶与原始气溶胶浓度之比,以百分数表示。效率E与透过率P的关系为:

E=1-P

3.1.7有隔板过滤器

其滤芯是按所需要深度将滤料往返折叠制成，在被折叠的滤料之间靠波纹状分隔板支撑着,形成空气通道
的过滤器。

3.1.8无隔板过滤器

其滤芯是按所需深度将滤料往返折叠制成，在被折叠的滤料之间用线状粘结剂或其他支撑物支撑着，形
成空气通道的过滤器。

3.1.9额定风量

由过滤器生产厂家所规定,标识过滤器工作能力的技术参数，表示过滤器在单位时间内所处理的zui大空气
体积流量，单位: m3/h。

3.1.10阻力

指过滤器通过额定风量时，过滤器前、后的静压差。单位以Pa表示。

3.1.11多分散气溶胶

多分布方程描述时，粒径几何标准差δg> 1.5的气溶胶多为分散气溶胶。

4.2按效率和阻力分类

4.2.1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分类

按GB/T6165规定的钠焰法检测的过滤器过滤效率和阻力性能，效过滤器分为A、B、 C三类。

4.2.2超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分类

按GB/T6165规定的计数法检测过滤器过滤效率和阻力性能，超高效空A气过滤器分为A、B、C三类。

4.3按耐火程度分类

根据GB 8624规定，过滤器按所使用材料的耐火级别分为1、2、3三级。

从中可以看出2008版国标分级体系的主要不足包括：

第 一，分级体系高效过滤器的起始值（99.90%）低于国际标准体系（99.95%（欧盟及ISO标准）、99.97
％（美国标准））。考虑到2008版国标体系采用钠焰法为标准试验方法，而钠焰法的效率测试结果一般
高于国际上流行的计数法测试结果，因此，2008版 标准分级体系中 Ａ 级高效过滤器的实际效率相当于国
际标准分级中的亚高效过滤器，这种差异不利于满足过滤器在所应用的各类洁净室行业进行符合生产工
艺要求的风险控制需求。



第二，从国际标准体系的发展来看，过滤器分级标识体系从早期的单纯效率数值标识体系向更丰富信息
层次发展，现代的过滤器标识体系除效率级别外，倾向于通过尽可能简洁的符号标识传递用户所需要的
必要信息，如具体效率测试结果、所采用测试方法及检漏方 法，同时还希望体现过滤器出厂检测的核心
试验方法等。例如，欧洲标准以及ISO标准中的Ｕ组过滤器，即表示过滤器出厂必须经过扫描检漏测试，
而在ISO29463的制定讨论过程中，针对效率为99.95％-99.999%的过滤器，若过滤器出厂经严格扫描检漏
测试，是按传统习惯依据效率值标识为H组，还是标识为U组以强调其经严格扫描检漏测试，也曾有过广
泛的讨论。2008版国标体系在此方面则存在不足。

2008版国标体系的效率标准试验方法——钠焰法粒径分布与 ＭＰＰＳ存在较大偏差，因此试验结果与国
际上通行的计数法试验结果存在偏差。钠焰法作为我国高效过滤器效率检测的传统 方法，采用火焰光度
计对经喷雾干燥发生过程获得的多分散ＮａＣｌ固体气溶胶进行质量浓度测试、比较，进而获得被测过
滤器的效率检测结果。上图给出了采用粒径频谱仪所获得的传统钠焰法测试气溶胶粒径分布，其计数中
值粒径为40-50nm，计重中值粒径约为300nm，同时粒径分布较为分散。因此，其实际测试结果与国际通
行计数法相比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本次高效过滤器国标体系修订工作历时3年， 标准修订工作组对现行国标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10年
来国际标准化体系的发展情况及主要技术争议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标准拟修订内容做了大量
、扎实的试验研究及验证工作，保证了新版国标技术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反映我国当前空气净化行
业的主流技术现状，并助力行业未来的技术水平提升。标准修订工作组也诚挚希望行业各有关生产厂家
、检测实验室、各位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在未来的工作中对标准技术内容充分评价审视，随时向工作组
反馈意见，为我国高效过滤器标准体系的持续发展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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