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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式除尘用水刺非织造滤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袋式除尘用水刺非织造滤料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标志、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针刺预刺并经水刺加固的袋式除尘用水刺非织造滤料。采用聚四氟乙烯材质的滤

料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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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57         纸和纸板耐折度的测定 

GB/T 2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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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666        纺织品 织物长度和幅宽的测定  

GB/T 4745        纺织织物 表面抗湿性测定方法  沾水试验 

GB/T 4802.1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GB/T 5453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 

GB/T 5455        纺织品  燃烧性能试验 垂直法 

GB T 6719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GB/T12703.1      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 1 部分:静电压半衰期 

GB/T12703.2      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 2 部分:电荷面密度 

GB/T12703.4      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 4 部分:电阻率 

GB/T 12703.5     纺织品 静电性能的评定 第 5 部分:摩擦带电电压 

GB/T 19977       纺织品 拒油性 抗碳氢化合物试验 

GB/T 24218.1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24218.2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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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风速 Filtration velocity 

含尘气体通过滤袋有效面积表观速度，m/min。 

3.2 

压力损失 Pressure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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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通过滤料时产生的阻力, Pa。 

3.3 

入口粉尘浓度 Inlet dust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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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或 mg/m3。 

3.4 

出口粉尘浓度 Outlet dust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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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3.5  

全尘捕集效率 Total dust collection efficiency，η 

滤料捕集的所有粒径粉尘量与入口所有粒径总粉尘质量的比率，%。 

3.6  

PM2.5捕集效率 PM2.5 collection efficiency  

滤料捕集的PM2.5工业粉尘质量与入口PM2.5粉尘质量的比率，%。 

3.7  

清灰 Dust cleaning 

为使滤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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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上粘附的粉尘剥落。 

3.8 

清灰周期 Dust cleaning cycle 

滤料上一次清灰开始与下次清灰开始之间的时间，s。 

3.9  

清灰时间 Dust cleaning time 

对滤料进行一次喷吹清灰所用的时间，一般与脉冲喷吹时间相同，s。 

3.10  

动态除尘效率 Operational dust colle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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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残余阻力 Residual pressure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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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清灰阻力 Cleaning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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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粉尘剥离率 Ratio of dustcake re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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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实时在线测

试滤料上粉尘剥离的情况，使用当量粉尘剥离率，即清灰前后滤料阻力减少的百分比，%。 

3.14  

气体的标准状态 the standard state of gas 

温度为0℃（273K），大气压力为101 325 Pa 时的气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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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外观质量 

滤料表面洁净，无明显污痕、伤痕；滤料中纤维与基布间结合牢固，无剥离现象。 

 

4.2  内在质量 

4.2.1规格要求 

滤料的规格包括单位面积质量、厚度和幅宽参数。相对偏差率及 CV 值（变异系数）应符合表 1 的

规定。 

表 1   形态性能指标相对偏差及 CV 值要求 

项目 相对偏差率 CV值 

单位面积质量/% ±5 ≤3 

厚度/% ±5 ≤3 

幅宽/% +1 ≤2 

4.2.2 透气率 

透气率的实测值与标称值偏差应控制在±10%以内，透气率CV值≤8%。 

4.2.3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 

滤料的断裂强力与断裂伸长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滤料的强力和伸长率指标要求 

项  目 参数 

断裂强力/N 
经向 ≥900 

纬向 ≥1200 

断裂伸长率/％ 
经向 ≤35 

纬向 ≤50 

4.2.4 过滤性能 

过滤性能包括阻力性能、清灰性能、滤尘性能。阻力性能包括滤料初阻力、残余阻力。初阻力指

洁净滤料在2m/min时的阻力；残余阻力指滤料按照GB/T 6719进行全过程测试完成后的阻力。清灰性

能以当量粉尘剥离率表征。 

滤料的初阻力、残余阻力、当量粉尘剥离率的数值应符合表3规定。 

表 3  阻力特性要求 

项目 参数 

初阻力/Pa ≤50 

残余阻力/Pa ≤200 

当量粉尘剥离率/% ≥85 

滤尘性能以其全尘捕集效率和PM2.5捕集效率表示，其数值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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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滤尘性能要求 

项目 参数 

全尘捕集效率/%  ≥99.99 

PM2.5捕集效率/%   ≥99.5 

4.2.5 耐温性能 

对热烟气环境中使用的滤料需进行耐温检验。耐温性能以样品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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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规定。 

           表 5  热收缩率与断裂强力保持率考核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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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耐磨性 

滤料耐磨后质量损失率应≤5mg/cm2。 

4.2.7 耐折性 

滤料的耐折次数应≥15000次。 

4.3 专项技术要求 

具有特殊功能的滤料，还应达到滤料专项功能的规定指标。 

4.3.1 防静电滤料的静电特性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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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7 

摩擦电位/V ＜500 

半衰期/s ＜1 

表面电阻/Ω ＜1010 

体积电阻/Ω ＜109 

4.3.2 滤料耐腐蚀性以滤料经酸或碱性物质溶液浸泡后的断裂强力保持率表示，抗氧化性以滤料经硝酸

溶液浸泡后的断裂强力保持率表示，其值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滤料耐腐蚀特性考核指标要求 

项目 经向 纬向 

酸（或碱、或硝酸）处理后断裂强力保持率/ % ≥95 ≥95 

4.3.3 疏水滤料的疏水性能以沾淋水等级表示，沾水等级应大于等于4级。 

4.3.4 疏油滤料的疏油性等级应大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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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具有阻燃功能的滤料应满足阻燃性能要求。滤料在火焰中不应产生火焰，离开火焰，阴燃自行熄

灭，损毁长度小于100mm。 

5  检测方法 

5.1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采用目测法检查，检验时布面照度不低于 800lx，检验人员眼部距离样品约 1m 左右，检

验人员正视样品，需 2 人同时检验。 

5.2  内在质量 

5.2.1  规格要求 

5.2.1.1 单位面积质量按 GB/T 24218.1 测试。 

5.2.1.2 厚度按 GB/T 24218.2 测试。 

5.2.1.3 幅宽按 GB/T 4666 测试。 

参数的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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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标称值

测试平均值标称值
相对偏差

                    （1） 

式（1）值为正时，称正偏差；值为负时，称负偏差。 

CV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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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CV —— 离散率，%； 

 —— 各次测试数据； 

 —— 一组检数据的平均值； 

n  —— 样品数。 

5.2.2 透气性 

透气率按 GB/T 5453 的规定检测。单位为 m3/(m2·min)，计算其 CV 值和相对偏差。 

5.2.3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 

断裂强力、断裂伸长率按 GB/T 6719 的规定检测。 

5.2.4 过滤性能 

初阻力、残余阻力、清灰性能以及滤尘性能利用滤料动态滤尘性能测试仪检测，方法见附录 A。 

滤料的当量粉尘剥离率以下式计算：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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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 当量粉尘剥离率，%； 

P0 —— 实验中预定的定压喷吹压力阈值，通常为1000Pa； 

P前 —— 实验前滤料样品的阻力，Pa； 

P后 —— 实验后滤料样品的阻力，Pa； 

5.2.5 耐温性能 

耐温性能按附录 B 检测。 

连续工作温度由用户提供，如果用户未提供时，典型材质滤料按表 8 确定测试温度。 

表 8 典型材质滤料的连续工作测试温度 

名称 测试温度（℃） 

涤纶 130 

亚克力 140 

聚苯硫醚 190 

芳纶 200 

聚四氟乙烯 250 

聚酰亚胺 260 

玻璃纤维 260 

瞬时工作温度由用户提供，滤料的断裂强力保持率指样品按瞬时温度下加热 10min、在室温下冷

却 10min，再加热与冷却往复循环 10 次后，测试其经向和纬向断裂强力，计算对应的经向和纬向强力

保持率。 

热收缩率可以用下式计算： 

                                   （4） 

式中： 

L  —— 经向或纬向的热收缩率，%； 

L前 —— 热处理前滤料样品经向或纬向的长度，mm； 

L后 —— 热处理后滤料样品经向或纬向的长度，mm。 

强力保持率可以用下式计算： 

                                  （5） 

式中： 

S —— 经向或纬向的强力保持率，%； 

S前 —— 热处理前滤料样品经向或纬向的断裂强力，N； 

S后 —— 热处理后滤料样品经向或纬向的断裂强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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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耐磨性能 

耐磨性能按 GB/T 4802.1 的规定检测。滤料在加压 100cN 条件下，采用外径 50mm、宽度 13mm 的

100#刚玉和碳化硅砂轮，磨 10000 转后，测试受磨面积的质量损失率。 

5.2.7 耐折性能 

耐折性能按 GB/T 457 的规定检测。滤料在 14.72N 的张力条件下进行耐折次数实验。 

5.3 专项性能检测 

5.3.1 防静电性能按GB/T 12703.1、GB/T 12703.2、GB/T 12703.4、GB/T 12703.5的规定检测，样

品无需洗涤，原样测试。 

5.3.2 耐腐蚀性及抗氧化性按附录C检测。 

5.3.3 疏水性按GB/T 4745的规定检测。 

5.3.4 滤料的疏油性等级按GB/T 19977的规定检测。 

5.3.5 滤料的阻燃性按GB/T 5455的规定检测。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抽样 

质检部门对每批次的滤料都必须按GB/T 2828.1 的要求抽样检验。滤料每批次抽样5％。 

6.2 检验类别 

滤料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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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1 滤料的出厂检验表按表9中的项目进行，出厂检验项目均合格者，方允许出厂。 

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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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表1要求 按5.2.1规定的方法 单位面积质量 

幅宽 

透气性 符合4.2.2要求 按5.2.2规定进行 

断裂强力及伸长率 符合表2要求 按5.2.3规定进行 

耐磨性 符合4.2.6要求 按5.2.6规定进行 

耐折性 符合4.2.7要求 按5.2.7规定进行 

滤料的专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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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要求的指标 

按5.3规定的专项进行检验 

6.2.2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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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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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级质监部门提出质检要求时。 

6.2.2.2 滤料型式检验按第 4 章中有考核指标的项目进行并应达到规定的指标，型式检验均合格者方可

判定产品为合格产品。 

7  滤料的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 

7.1 包装 

7.1.1 不同类型和规格的滤料必须单独包装。 

7.1.2 产品包装应防水、牢固和便于运输。 

7.1.3 产品包装箱内应有产品合格证。 

7.2 标志 

7.2.1 包装箱的外部应有印刷标志。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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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标志要明显、清晰和便于识别。包装箱外部的明显部位，应按照GB/T 191的规定标明：“防潮”、“禁

止倒放”和“堆码层数极限”图示。 

7.3  产品的贮存和运输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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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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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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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滤料过滤性能测试 

A.1 滤料过滤性能测试仪 

滤料动态过滤性能在滤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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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所示。 

  

图 A.1 滤料动态过滤性能测试仪示意图 

说明： 

1——发尘器； 2——发尘电机及调速器； 3——粉尘发散器； 4——垂直风道； 5——观察窗； 

6——滤料夹具；7——水平风道；8——压差测试仪；9——上游PM2.5采样器（可选）；10——压缩空

气罐；11——电磁脉冲阀；12——推拉杆；13——绝对过滤膜；14——可选二次抽气口；15——灰斗； 

16——装置支架；17——下游PM2.5采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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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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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款内所示精度范围内能将供粉机提供的凝集

粒子充分分散。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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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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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灰周期、清灰压力、清灰时间、脉冲喷吹时间等各项参数。 

A.2 滤尘性能测试方法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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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150mm，启动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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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尘浓度、

PM2.5浓度并记录；  

b) 老化处理： 滤尘过程中进行间隔为5 s的反吹清灰，反复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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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尘浓度、PM2.5浓度并记录； 

e) 在 a)~d)测试中均记录全过程各瞬时阻力值。 

A.2.2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如表 A.1 所示，测试用氧化铝粉尘粒径分布如表 A.2 所示 

表 A.1 滤料动态滤尘性能测试条件 

项目 符号 数值 

测试用粉尘  氧化铝 

入口粉尘浓度 Cin 5 g/m3 

过滤速度 V 2 m/min 

清灰阻力 △Pc 1000 Pa 

喷吹压力 P 500 kPa 

脉冲喷吹时间 tP 50 ms 

表A.2 测试用氧化铝粉尘粒径分布 

粒径(μm) <4 <25 <100 

百分比(%) 50 90 99 

A.2.3 测试步骤 

a) 记录检测室温度、相对湿度及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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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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下游安装清洗后的PM2.5级连冲击器，测试下游PM2.5浓度；上游PM2.5浓度可以直接采用PM2.5

级连冲击器测试，或者用上游粉尘总浓度与粉尘中PM2.5质量占比乘积计算； 

h) 开动真空泵，进行本附录A.2.1 a) 的滤尘性能试验，记录全过程的瞬时阻力值；  

i) 取出滤料夹具并称量，求出残留粉尘量；  

j) 取出高效滤纸并称重，计算出口全尘浓度； 

k) 对级连冲击器尘样称重，测试计算样品上游和下游的PM2.5浓度； 

l) 测定残余阻力(△pr)，记录采样时间（t），并算出全尘捕集效率(η)和PM2.5捕集效率； 

m) 把滤料夹具重新安装到实验装置上，更换高效滤纸及PM2.5级连冲击器，进行A. 2.1 b) 老化处

理； 

n) 进行本A. 2.1 c) 稳定化处理； 

o) 为了进行A. 2.1 d)的过滤性能测定，取出滤料样品，称量后计算粉尘残留量；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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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称量高效滤纸，组装到滤纸夹具上,级连冲击器清洗后再次安装； 

r) 开启真空泵进行与 A.2.1 a) 同样的测试； 

s) 全部过程均应考虑高效滤纸的恒重。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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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5 测试结果 

普通测试可只做A.2.1a) 的30次，型式检验时或产品改进时必须做A.2.1的全部。 

A.2.6 当量粉尘剥离率K计算 

                       K=(P-Pi)/(P-P0)×100                                （A.1） 

式中:    

P——清灰阻力     

Pi——第i吹清灰后阻力 

P0——洁净滤料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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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滤料耐温性能测试 

滤料耐温性能以热处理后滤料的断裂强力保持率及热收缩率表示。 

滤料经热处理后的强力保持率和热收缩率的测试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在滤料样品上随机剪取500 mm × 400 mm滤料4块； 

b) 取出其中一块试样，分别测定其经纬向断裂强力f0及断裂伸长率 ；  

c) 将其余三块分别测量其经向、纬向长度L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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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24h后取出滤料，滤料冷却后分别测定各块滤料经纬向长度Li，经纬向断裂强力f i 及断裂

伸长率；  

f) 按式（B.1）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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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2） 

式中： 

λ——热处理后滤料的经纬向强度保持率，%； 

——热处理后滤料的经纬向热收缩率，%； 

f0 ——未经处理滤料经向断裂强力5 cm×20 cm，N； 

f i ——热处理后滤料经纬向断裂强力的平均值，N； 

L0——未经热处理滤料的经纬向长度，mm； 

Li——热处理后滤料的经纬向长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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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滤料耐腐蚀性和耐氧化性测试 

滤料的耐腐蚀性以滤料经酸、碱性物质溶液浸泡后的断裂强力保持率表示，耐氧化性以滤料经硝

酸溶液浸泡后的断裂强力保持率表示。 

滤料的断裂强力保持率的测试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在3m2滤料样品上随机剪取500 mm × 400 mm 滤料样品，其中1块作为比对样品，根据所做测

试类型剪去相应的样品； 

b) 取其中一块按GB/T 3923.1 测定其经纬向断裂强力 f 0。 

c) 若测定耐酸腐蚀则将第1块浸在温度85℃、质量分数为 60% 的H2SO4、的溶液中，保持24h； 

d) 若测定耐碱腐蚀则将第1块浸于质量分数为40%的NaOH的常温溶液中，保持24h； 

e) 若测定耐氧化性则将第1块浸于质量分数为30%的硝酸常温溶液中，保持2h； 

f) 样品取出后经过清水充分漂洗，并在通风橱中干燥； 

g) 按GB/T 3923.1 测定其经纬向断裂强力fi 。按式（C.1）计算其经纬向断裂强力保持率λi， 

  100
0

1 
f

f
i                                         （C.1） 

式中： 

λi— 断裂强力保持率，%； 

f 0—滤料初始断裂强力； 

f i—第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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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