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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大维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计量

大学、浙江大学、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祝建军、刘云、郦建国、朱文滔、孙公钢、郑成航、刘源、张涌新、冯超、

周灿、朱琪亮。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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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机组袋式除尘器滤袋性能检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燃煤机组袋式除尘器（含电袋复合除尘器，以下简称袋式除尘器）滤袋检测的基本

要求、检测内容、检测方法和检测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燃煤机组袋式除尘器滤袋性能的检测，其他火电技术领域袋式除尘器滤袋检测可参

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6719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GB/T 7689.3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宽度和长度的测定 

GB/T 7742.1  纺织品织物胀破性能 第 1 部分：胀破强力和胀破扩张度的测定 液压法 

GB 12625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及滤袋技术条件 

GB/T 21196.1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 1 部分 马丁代尔耐磨试验仪 

GB/T 21196.2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 2 部分 试样破损的测定 

DL/T 1175  火力发电厂锅炉烟气袋式除尘器滤料滤袋技术条件 

DL/T 1514  火力发电厂袋式除尘器用滤料寿命管理与评价方法 

HJ/T 324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 

HJ/T 32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覆膜滤料 

HJ/T 32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 滤袋 

JB/T 11261  燃煤电厂锅炉尾气治理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 

AATCC20A  纤维定性定量分析 

ISO 11057  空气质量 可清洗过滤介质的过滤特性测试方法 

ISO 13322.1  Particle size analysis—Image analysis methods 

VDI 3926  Testing of cleanable filter media  Standard test for the evaluation of cleanable filter media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滤袋  filter bag  

用过滤材料制成的、起滤尘作用的袋状过滤元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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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重量  weight per unit area 

单位面积滤料的重量，又称为克重，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3.3 

有效长度  usable length  

沿着滤袋纵向从袋头凹槽处中间（或厚毡底端）至袋底第一道缝纫线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3.4 

外折径  external folding diameter 

滤袋压平后与长度方向垂直的最靠外两边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3.5 

透气度  permeability 

气流通过滤料时的能力，以在 200Pa 的压力降下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滤料的气体体积量表示，

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每分钟[m3/（m2•min）]或升每平方分米每分钟[L/（dm2•min）]。 

[来源：DL/T1175-2021，3.6] 

3.6 

断裂强力  breaking strength  

在规定条件下进行的拉伸试验过程中，试样被拉伸记录的最大力，单位为牛（N）。 

[来源：DL/T1175-2021，3.1] 

3.7 

50N 定负荷伸长率  constant load elongation at 50N 

200mm×50mm 大小的滤料受拉力作用达到 50N 时所增加的长度与初始长度之比，单位为百分比

(%)。 

[来源：DL/T1175-2021，3.3] 

3.8 

内周长  inner perimeter 

滤袋沿着纵向缝合处裁开压平后，与长度方向垂直的最靠外两边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3.9 

强力保持率  strength retention rate 

使用一段时间后滤袋的断裂强力与出厂检验报告中新滤袋的断裂强力之比。 

[来源：DL/T1514-2016，3.15] 

3.10 

滤料厚度  thickness of fabric  

在规定压力下滤料两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3.11 

热收缩率  heat shrinkage rate  

试样以 2℃/min 速度升温至该滤料最高连续使用温度后恒温 90min，滤料受热试验前后的径向或

纬向的尺度变化之比，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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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静态除尘效率  static dust collection efficiency  

洁净滤料首次连续滤尘时，试样表面堆积粉尘后压降达到 1000Pa 时的过滤效率，单位为%。 

3.13 

动态除尘效率  operational dust collection efficiency  

滤料按规定经过老化、稳定处理后的过滤效率，单位为%。 

3.14 

粉尘剥离率  dust removing rate 

清灰时从滤料试样上剥离的粉尘质量与清灰前滤料试样上堆积的粉尘质量之比，以清灰前后滤料

阻力减少的百分比表示，单位为%。 

3.15 

入口粉尘浓度  inlet dust concentration  

通过滤料过滤之前，含尘气体的单位标态体积中所含固体颗粒物的质量，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

（g/m3）或毫克每立方米（mg/m3）。 

3.16 

出口粉尘浓度  outlet dust concentration  

通过滤料过滤之后，含尘气体的单位标态体积中所含固体颗粒物的质量，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

（mg/m3）。 

3.17 

洁净滤料阻力  virgin fabric pressure drop 

暴露在洁净气流中的清洁滤料两侧的全压之差，单位为帕（Pa）。 

3.18 

残余阻力  residual pressure drop  

在一定过滤速度下，滤料阻力达到规定值时，按规定条件进行清灰后滤料的阻力，单位为帕（Pa）。   

3.19 

清灰阻力  cleaning pressure drop  

滤料试样上粉尘堆积到一定程度，开始清灰时的阻力称为滤料的清灰阻力，单位为帕（Pa）。 

3.20 

续燃时间  afterflame tim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移开（点）火源后材料持续有焰燃烧的时间，单位为秒（s）。   

3.21 

阴燃时间  afterglow tim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当有焰燃烧终止后，或者移开（点）火源后，材料持续的无焰燃烧的时间，

单位为 s。 

3.22 

损毁长度  damaged length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规定方向上材料损毁面积的最大距离，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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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耐磨性  abrasion resistance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及总摩擦次数下，利用耐磨试验仪以规定的运动轨迹与试样进行摩擦，根据试

样在实验前后的质量之差，确定织物的耐磨性能。 

4  基本要求 

4.1  袋式除尘器应符合 GB/T 6719 的规定。 

4.2  新滤袋应符合 GB/T 6719、JB/T 11261 和 DL/T1175 的规定。滤袋出厂时应有合格证和产品检验

报告，新滤袋安装之前宜有第三方性能检测报告。 

4.3  滤料的命名原则应符合 GB 12625 的规定。 

4.4 袋式除尘器运行期间，滤袋应配有备件，且应避光防潮存放。 

4.5 抽样送检时，应提供滤袋相关信息。袋式除尘器每个通道/小室/袋区宜抽取 1 条，滤袋抽样应覆

盖全部区域，送检总数不应超过 5 条。运行中滤袋抽样完成后及时安装备用滤袋。 

4.6 运行中首次抽检时间不宜超过 2 年，后续抽检时间应按照袋式除尘器的运行情况和强力保持率评

估。 

5  检测内容 

5.1 燃煤机组袋式除尘器滤袋检测的内容包括外观特性、形态特性、机械特性、理化特性和工艺特性

五大类指标。在开展上述指标检测时，试样不作调湿处理。具体检测指标见附录 A。 

5.2 外观特性包括滤袋缝制质量、滤料表面、类型和型式等。 

5.3 形态特性包括滤袋的几何尺寸、单位面积质量、密度、厚度和孔隙率等。 

5.4 机械特性包括滤袋滤料的断裂强力、断裂伸长率、强力保持率、50N 定负荷伸长率、胀破强力、

胀破扩张度、耐热性、热收缩率、耐折回复性和耐磨性等。 

5.5 理化特性包括耐腐蚀性、粉尘 pH 值、主要化学成分、阻燃性和微观结构等。 

5.6 工艺特性包括滤袋的透气度、除尘效率、粉尘剥离率、出口粉尘浓度、出口 PM2.5 浓度、PM2.5

脱除率、洁净滤料阻力、残余阻力和清灰阻力等。 

6  检测方法 

6.1 外观 

在一定光照条件下，观察滤袋内外表面，目测滤袋表面是否有疵点、破洞、油渍、跳线和开缝等

缺陷，并照相记录，登记滤料加工类型、材质和滤袋型式。 

6.2  形态特征 

6.2.1  单位面积质量测试 

6.2.1.1  仪器 

检测所需主要仪器如下： 

a） 卷尺或钢直尺：长度不低于 0.5m，精度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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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电子天平：最大量程不小于 200g，精度为 0.0001g； 

c） 剪刀：能剪取织物至规定尺寸； 

d） 工作台：表面光滑平整，尺寸满足测定要求； 

e） 切割器：能切割符合实验要求的的方形试样或圆形试样，精度为±1%； 

f） 通风式干燥箱：具有恒温控制装置，能控制温度 105℃±3℃； 

g） 干燥器：箱外称量时放置称量容器，内部放置干燥剂。 

6.2.1.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的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各取试样 2 块，共计 6 块试样。 

将样品依次排列在工作台上，使用剪刀剪切制样，制取试样的尺寸为 10cm×10cm，备用。 

6.2.1.3  测试步骤 

把所有试样放在通风式干燥箱中，在 105℃±3℃下干燥至恒重（以至少 20min 为间隔连续称量试

样，直至两次称量的质量之差不超过后一次称量质量的 0.20%）。将干燥好的试样移至干燥器，冷却至

室温。 

试样采用电子天平称量质量，精确至 0.0001g，记录数据。确保整个称量过程试样中的纤维不损失。 

6.2.1.4  结果计算 

滤袋滤料的单位面积质量取试样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单块试样的单位面积质量按公式（1）计

算： 

i

i

A

m
dim   ............................................................（1） 

式中： 

mdi——单块试样i的单位面积质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mi——为干燥后试样i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为试样i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6.2.2  厚度测试 

6.2.2.1  仪器 

厚度仪：示值精度 0.01mm。 

6.2.2.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分别剪取一段试样，沿缝纫线裁开，剪取长度不小于 2 倍压脚直径，备

用。 

测定部位应在距布边 150mm 以上区域内按阶梯形排布，测点不在相同的纵向和横向位置上，且

应避开影响试验结果的疵点和褶皱。 

6.2.2.3  测试步骤 

根据试样类型选择合适的压脚、加压压力及加压时间，清洁压脚和参考板，检查仪器是否能正常

使用，设定压力值，将厚度仪置零。启动厚度仪，到规定时间后读取厚度指示值。 

6.2.2.4  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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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各测点的厚度，然后计算算术平均值，精度为 0.01mm。 

6.2.3  经纬密度测试 

6.2.3.1  仪器 

移动式织物密度镜：内装 5~20 倍的低倍放大镜，放大镜中有标志线。 

6.2.3.2  最小测量距离 

最小测量距离见表 1。 

表 1  最小测量距离 

纤维根数/（cm） 最小测量距离/（cm） 被测量纤维数量/（根） 精确度/（%） 

10 10 100 >0.5 

10~25 5 50~125 1.0~0.4 

25~40 3 75~120 0.7~0.4 

>40 2 >80 <0.6 

注：使用移动式织物密度镜测定织物径向或纬向一定长度内的纤维根数，折算至10cm长度内的纤维根数。 

6.2.3.3  测试步骤 

将试样平铺在检测台上，密度镜放置在试样上方，密度镜的刻度尺与被检测纤维平行，通过转动

螺杆，在规定的测量距离内计数纤维数量。 

6.2.3.4  结果计算 

将测得一定长度内的纤维根数折算至 10cm 长度内所含纤维的根数，分别计算出经、纬密度的平

均值，结果精确至 0.1 根/10cm。 

6.2.4  有效长度、外折径、内周长测试 

按 GB/T 7689.3 的规定执行。 

6.3  机械特性 

6.3.1  断裂强力、断裂伸长率和强力保持率测试 

6.3.1.1  仪器 

织物强力机、剪刀和钢直尺等。 

6.3.1.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的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剪取样品 2 组，一组为经向试样，一组为纬向试样，

每组试样 6 块，共计 12 块试样，制取试样的尺寸为 30cm×5cm。试样的长度方向应平行于织物的径

向或纬向，其宽度应根据留有毛边的宽度而定。 

6.3.1.3  测试步骤 

在夹钳中心位置夹持试样，以保证拉力中心线通过夹钳的中点。 

启动织物强力机，使可移动的夹持器移动，拉伸试样至断裂，记录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长度，单

位为牛顿（N）和毫米（mm）。 

更换电子织物强力机拉力传感器，测定 50N 定负荷伸长率，测试过程同断裂伸长率一致。启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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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拉伸试样至 50N 时，记录拉伸长度，计算与初始长度的比值得出 50N 定负荷伸长率，分别测量

袋头、袋身和袋尾的断裂伸长率。 

通过记录滤料受拉力作用所增加的长度，计算与初始长度的比值得出断裂伸长率，分别测量袋头、

袋身、袋尾的断裂伸长率。 

6.3.1.4  断裂强力、断裂伸长率计算 

测试经向的袋头、袋身、袋尾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度以及纬向的袋头、袋身、袋尾断裂强力和断

裂伸长度。取经向的袋头、袋身、袋尾的断裂强力平均值为经向断裂强力值，单位为牛顿（N）；取纬

向的袋头、袋身、袋尾的断裂强力平均值为纬向断裂强力值，单位为牛顿（N）；以经向的袋头、袋身、

袋尾的断裂伸长度与固定值 200 的商为基数计算平均值，记为经向断裂伸长率，单位为%；以纬向的

袋头、袋身、袋尾的断裂伸长度与固定值 200 的商为基数计算平均值，记为纬向断裂伸长率，单位为%。 

6.3.1.5  强力保持率计算 

测量并记录使用一段时间后滤袋的断裂强力，计算与滤袋初始断裂强力的比值，即为强力保持率，

单位为牛顿（N）。强力保持率按公式（2）计算： 

100×
0F

F
P i  .......................................................................（2） 

式中： 

P——滤袋滤料的强力保持率，%； 

Fi——使用后滤袋的断裂强力，单位为牛（N）； 

F0——初始滤袋滤料的断裂强力，单位为牛（N）。 

6.3.2  耐折回复性测试 

6.3.2.1  仪器 

织物折皱弹性仪、剪刀和钢直尺等。 

6.3.2.2  制样 

根据滤料制备试样，试样规格见图 1，单位为毫米（mm）。试样数不少于 20 个，经纬向试样各

10 个，正反面对折试样各 5 个。 

40.00

2
0
.
0
0

15.00

2
0
.
0
0

回复翼

折痕线

固定翼

 

图 1  耐折回复性试验尺寸示意图 

 

CIECCPA



T/CIECCPA □□□—202□ 
 

 8 

6.3.2.3  测试步骤 

将试样的固定端装入试样夹内，使试样的折叠线与试样夹的折叠标记线重合，沿折叠线对折试样，

然后在对折好的试样上放上透明压板，加上压力重锤； 

试样承压 5min 后，迅速卸除压力负荷，并将试样夹连同透明压板一起翻转 90°，随即卸去透明

压板，同时试样回复翼打开； 

试样卸去负荷后 5min 时，用测角装置分别读得折痕回复角。 

6.3.2.4  结果计算 

滤料的耐折性以折痕回复角表示，单位为度（°），分别计算经纬向、正反面折痕回复角的算术平

均值。 

6.3.3  胀破强力、胀破扩张度测试 

6.3.3.1  仪器 

胀破强度仪、剪刀或切割器等。 

6.3.3.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和袋尾分别剪取一段试验，沿缝纫线裁开，剪取样品面积应大于 50cm2。 

测定部位应在距布边 150mm 以上区域内按阶梯形排布，测点不在相同的纵向和横向位置上，且

应避开影响试验结果的疵点和褶皱。 

6.3.3.3  测试步骤 

试样测试步骤如下： 

a） 设定恒定的体积增长速率在 100mL/min~500mL/min 之间； 

b） 将试样放置在测试区，使其处于平整无张力状态，并固定； 

c） 对试样施加压力，直到其破坏； 

d） 试样破坏后，立即将仪器复位，记录胀破压力、胀破高度或体积； 

e） 试样不同部位试验次数不少于 5 次； 

f） 采用与上述试样相同的试验面积、体积增长速率，在没有试样的条件下，膨胀膜片，直至达

到有试样时的平均胀破高度或平均胀破体积，以此胀破压力作为“膜片压力”。 

6.3.3.4  结果计算 

计算胀破强力的平均值，以 kPa 为单位，以该值扣除“膜片压力”，即为胀破强力。胀破扩张度以

胀破高度或胀破体积表示，计算胀破高度或胀破体积的平均值，以 mm 或 mL 为单位。 

6.3.4  耐热性、热收缩率测试 

6.3.4.1  仪器 

检测所需的主要仪器如下： 

a） 高温烘箱； 

b） 织物强力机； 

c） 金属夹； 

d） 剪刀； 

CIECCPA



T/CIECCPA □□□—202□ 

 9 

e） 干燥器； 

f） 切割器； 

g） 钢直尺。 

6.3.4.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的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剪取试样两组，一组为经向试样，一组为纬向试样，

每组试样 6 块，共计 12 块试样，制取试样规格为 30cm×5cm，6 块用于耐热性测试、6 块用于热收缩

率测试。另按 10cm×10cm 规格裁剪试样 6 块用于热收缩性测试，剪取部位同上。 

6.3.4.3  测试步骤 

耐热性测试：将制好的试样置于高温烘箱内，烘箱内温度升至该滤料最高允许使用温度后恒温，

并开始计时。24h 后，取出滤料，置于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测试试样断裂强力。 

热收缩率测试：试样以 2℃/min 速度升温至该滤料最高连续使用温度后恒温 90min，取出试样，

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采用钢直尺测量热烘后试样的有效长度。 

6.3.4.4  结果计算 

滤料耐热性以其断裂强力保持率表示，按公式（2）计算，单位为%。 

热收缩率包括经向热收缩率和纬向热收缩率，按公式（3）计算滤料的热收缩率。 

100
0

0 



L

LL
S s   ................................................................（3） 

式中： 

S——滤袋滤料的热收缩率率，%； 

L0——试样热处理前尺寸，单位为毫米（mm）； 

LS——试样热处理后尺寸，单位为毫米（mm）。 

6.3.5  耐磨性测试 

6.3.5.1  仪器和材料 

马丁代尔耐磨试验仪、电子天平、辅料和剪刀。 

6.3.5.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的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剪取圆形试样，制取试样直径为 38mm，制取 3 块

试样。 

6.3.5.3  测试步骤 

试样测试步骤如下： 

a） 先将试样装入夹具内并进行称重，精确到 0.0001g，然后放置毛毡及磨料，安装完试样和辅助

材料后，将试样夹具及销轴放在相应的工作台上，将耐磨试验规定的加载块放在每个试样夹具的销轴

上（单位面积质量小于 500g/m2 的试样，应加泡沫塑料衬垫进行实验）； 

b） 根据试样预计破损的摩擦次数，按给定的试验系列预先选择摩擦次数； 

c） 启动耐磨仪开始试验，摩擦已知质量的试样直到所选择的试验系列中规定的摩擦次数，检查

试样表面的变化，用软刷除去两面的磨损材料（纤维碎屑），测量每个试样组件的质量，最后根据每一

个试样在试验前后的质量差，求出其质量损失； 

CIECCPA



T/CIECCPA □□□—202□ 
 

 10 

d） 每次试验需要更换新磨料。每次磨损试验后，检测毛毡上的污点和磨损情况。如果有污点或

可见磨损，更换毛毡。毛毡的两面均可使用。对使用泡沫塑料的磨损试验，每次试验使用一块新的泡

沫塑料； 

e） 质量损失试验间隔的摩擦次数：500、750、1000、2500、5000。 

6.3.5.4  结果计算 

滤袋滤料的质量损失取试样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每块试样质量损失的测定按公式（4）计算： 

iΔm

n
Ai  ....................................................................................... （4） 

式中： 

Ai——滤料试样i的耐磨指数，单位为次每毫克（次/mg）； 

n——总摩擦次数，单位为次； 

Δmi——试样i在总摩擦次数下的质量损失，单位为毫克（mg）。 

6.4  理化特性 

6.4.1  耐腐蚀性测试 

6.4.1.1  仪器和材料 

检测所需的主要仪器和材料如下： 

a） 织物强力机； 

b） 浓硫酸、氢氧化钠溶液； 

c） 去离子水、自来水； 

d） 玻璃烧杯； 

e） 塑料烧杯； 

f） 玻璃搅拌棒； 

g） 恒温干燥箱。 

6.4.1.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的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剪取试样两组，一组为经向试样，一组为纬向试样，

每组试样 6 块，共计 12 块试样，制取试样规格为 30cm×5cm。 

6.4.1.3  测试步骤 

耐酸性测试：将制好的试样浸没在盛有常温 60%H2SO4溶液烧杯中，滤料被浓硫酸完全淹没，并

开始计时。24h 后，取出滤料，用自来水充分漂洗，在通风橱中干燥后，再按 6.3.1 的测定步骤测定其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并记录数据。 

耐碱性测试：将制好的试样浸没在盛有常温 40%NaOH 溶液烧杯中，滤料被浓氢氧化钠溶液完全

淹没，并开始计时。24h 后，取出滤料，用自来水充分漂洗，在通风橱中干燥后，再按 6.3.1 的测定步

骤测定其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并记录数据。 

6.4.1.4  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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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料耐酸性、耐碱性以其断裂强力保持率表示，按公式（2）计算，单位为%。 

6.4.2  粉尘 pH值测试 

6.4.2.1  仪器和材料 

pH 计、去离子水、玻璃烧杯和电子天平。 

6.4.2.2  制样 

试样来源于滤袋表面附着粉尘或滤袋底部灰斗收集的粉尘，试样量不少于 100g。 

6.4.2.3  测试步骤 

取粉尘试样 5g，置于玻璃烧杯内，加入 10mL 水搅拌均匀。静置 5min，将 pH 计插入液面以下，

测量粉尘浆液 pH 值。待 pH 计读数稳定后，记录数据。 

6.4.2.4  结果计算 

粉尘 pH 值以粉尘浆液 pH 值计，至少测量 3 次取有效的数据进行算术平均。 

6.4.3  阻燃性测试 

6.4.3.1  仪器和材料 

检测所需的主要仪器和材料如下： 

a） 织物阻燃仪（垂直法）； 

b） 工业可燃气； 

c） 脱脂棉； 

d） 钢直尺； 

e） 密封容器； 

f） 重锤。 

不同单位面积质量的试样对应重锤质量不同，具体关系见表 2： 

表 2  试样质量与重锤质量的对应关系 

试样质量/（g/m2） 重锤质量/（g） 

338~650 以下 340.2 

650 及以上 453.6 

6.4.3.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剪取，制取试样的尺寸为 30cm×8cm，长的一边要与

织物经向（纵向）或者纬向（横向）平行，经、纬向（纵、横向）各取 6 块试样，备用。 

经向试样不能取自同一经向袋体，纬向试样不能取自同一纬向袋体。 

6.4.3.3  测试步骤 

试样测试步骤如下：合并同类步骤，精简步骤。其它参数的测试步骤参照此项进行修改 

a） 检查试验仪器的电源和气源，开启试验仪器，调节火焰高度并稳定在 40mm±2mm； 

b） 将条件转换开关放在试验位置后置零续燃、阴燃计时器、设定点燃时间为 12s； 

c） 将试样放入试样夹中，保持试样下沿与试样夹两下端齐平后，将试样夹连同试样垂直挂于试

验箱中并关闭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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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下点火开关，点着点火器，等待 30s 至火焰稳定后，将点火器移到试样正下方，点燃试样； 

e） 12s 后，续燃计时器开始计时。待续燃停止后停止计时，同时阴燃计时器开始计时。待阴燃停

止后停止计时； 

f） 打开试验箱门，取出试样夹，卸下试样，先沿其长度方向炭化处对折一下，然后在试样的下

端一侧，挂上合适的重锤，缓缓提起，让重锤悬空，放下后测量试样撕裂的长度，即为损毁长度； 

g） 清洁试验仪器。 

当试验融溶性纤维制成的织物时，应在试验箱底平铺10mm厚的脱脂棉。记录烧通试样。 

6.4.3.4  结果计算 

根据记录的续燃时间、阴燃时间及损毁长度计算算术平均值。 

6.4.4  微观结构 

6.4.4.1  仪器 

颗粒图像分析仪和剪刀。 

6.4.4.2  制样 

试样应从滤袋袋头、袋身和袋尾的非边无褶皱部分剪取，每个部位至少各取 1 块试样，试样规格

为 10cm×10cm。 

6.4.4.3  测试步骤 

试样测试步骤如下：修改/主要测试步骤 

a） 接通试验仪器电源后开启试验仪器，调节焦距至可以观测到清晰样品细部图像； 

b） 对图像进行分析并存储数据； 

c） 试验结束后关闭试验仪器。 

6.4.4.4  结果 

导出分析图像、数据，记录试验结果并分析。 

6.4.5  主要化学成份 

按 AATCC20A 的规定执行。 

6.5  工艺特性 

6.5.1  透气率测试 

6.5.1.1  仪器 

织物透气量仪、切割器和剪刀。 

6.5.1.2  制样 

从滤袋袋头、袋身、袋尾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分别剪取样品 1 块，试样尺寸不小于压脚尺寸。 

6.5.1.3  测试步骤 

将试样夹持在试样圆台上，测试点应避开布边及褶皱处，夹持试样时采用足够的张力使试样平整

而不变形，并在试样的低压侧（即试样圆台一侧）垫上垫圈。启动吸风机或其他装置使空气通过试样，

调节流量，使压力降逐渐接近规定值或达到稳定后，记录气流流量。同样条件下，在同一样品的不同

部位重复测定至少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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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4  结果计算 

计算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和变异系数。透气率按公式（5）计算： 

 167
A

q
R v   ..........................................................................（5） 

式中： 

R——透气率，单位为毫米每秒（mm/s）； 

qv——平均气流量，单位为立方分米每分（升每分）[（dm3/min）](L/min)； 

A——试验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2）； 

167——由(dm3/min)/cm2换算成mm/s的换算系数。 

6.5.2  除尘效率及洁净滤料阻力测试 

6.5.2.1  仪器和材料 

VDI 滤料性能仿真测试台、电子天平、剪刀、圆规和高效滤膜。 

6.5.2.2  制样 

从滤袋的非边且无褶皱部分剪取样品 3 块，规格为直径 155mm 的正圆形样品。 

6.5.2.3  测试步骤 

试样测试步骤如下： 

a） 接通设备电源预热设备半小时，开启压缩空气气源，气源压力保持在 0.7MPa； 

b） 在 VDI 滤料性能仿真测试台的粉仓中加入不少以 600g 的氧化铝微粒作为实验粉尘； 

c） 将受检滤料试样固定在滤料夹具上，称量滤料和夹具的重量并记录，然后将夹具和试样装入

VDI 滤料性能仿真测试台的水平管中，并在绝对过滤器上安装高效滤膜，然后打开气动活塞，压紧水

平管，运行 VDI 滤料性能仿真测试台的“粉尘浓度校准”控制程序，待程序结束后，取下滤料和夹具

并称量其整体重量； 

d） 洁净滤料阻力测试：设置 Pump1 的流量为 4m3/h、Pump2 的流量为 1.85m3/h 后，先启动 Pump1，

待亮度浓度检测仪上确认没有粉尘时，启动 Pump2，等待泵的流量达到设定值且两侧压差稳定以后，

记录受检滤料的洁净滤料阻力，记录完毕后依次关闭 Pump 2 和 Pump 1； 

e） 静态除尘效率测试：在绝对过滤器上安装已知重量的高效滤膜后，选择运行 VDI 滤料性能仿

真测试台对应的“静态除尘效率测试”控制程序，待程序结束后取下高效滤膜并称量其重量； 

f） 动态除尘效率测试：在绝对过滤器上安装已知重量的高效滤膜后，选择运行 VDI 滤料性能仿

真测试台对应的“动态除尘效率测试”控制程序，待程序结束后取下高效滤膜并称量其重量； 

g） PM2.5 测试：将称重好的高效滤膜分别装入标示着 MFC2 和 MFC3 的绝对过滤器中，再把

PM2.5 气旋主气流进气口与清洁气流水平管连接固定，按设备安装指引，将 MFC3 接入 PM2.5 气旋对

应接口，MFC2 接入分流口处，各连接部件拧紧固定，PM2.5 气旋集尘室朝向地面；选择运行 VDI 滤

料性能仿真测试台对应的“PM2.5 测试”控制程序待程序结束后取下绝对过滤器中的高效滤膜并称量

其重量； 

h） 性能测试：更换新的高效滤膜，装在绝对过滤器上，选择运行 VDI 滤料性能仿真测试台对应

的“性能测试”控制程序，当实验完成后程序自动停止，测试数据储存于实验数据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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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将性能测试阶段数据中每次脉冲喷吹清灰后 4s 的 30 个样品压差数据提取出来，经平均值计算

得出残余阻力；通过给定的计算公式，根据测得的洁净滤料阻力、残余阻力和设定好的清灰阻力计算

得出粉尘剥离率、静态除尘效率、动态除尘效率、PM2.5 和粉尘排放浓度。 

6.5.2.4  结果计算 

a) 静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按公式（6）计算： 

        
t

mm
C

j






85.1

0

j    .............................................................（6） 

式中： 

jC ——静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0m ——高效滤膜测前重量，单位为毫克（mg）； 

jm ——高效滤膜测后重量，单位为毫克（mg）； 

1.85——常用清洁气流流速，单位为立方米每时（m3/h）； 

t——测试时间，单位为时（h）。 

b) 静态除尘效率按公式（7）计算： 

%100
0

0





C

CC j

j    ............................................................（7） 

式中： 

j ——动态除尘效率，%； 

0C ——发尘浓度（常用发尘浓度为 5 g/m3=5000m g/m3），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jC ——静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c) 动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按公式（8）计算：  

t

mm
C d






85.1
0

d    .............................................................（8）  

式中： 

dC ——动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0m ——高效滤膜测前重量，单位为毫克（mg）； 

dm ——高效滤膜测后重量，单位为毫克（mg）； 

1.85——常用清洁气流流速，单位为立方米每时（m3/h）； 

t——测试时间，单位为时（h）。 

d) 动态除尘效率按公式（9）计算： 

%100
0

0 



C

CC d
d   ............................................................（9） 

式中：.. 

    d ——动态除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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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 ——发尘浓度（常用发尘浓度为 5 g/m3=5000m g/m3），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dC ——动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e) PM2.5测试出口粉尘浓度按公式（10）计算： 

t

mm p
p






1
C o

 ....................................................................（10） 

式中： 

   pC ——动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om ——高效滤膜测前重量，单位为毫克(mg)； 

pm ——高效滤膜测后重量，单位为毫克(mg)； 

1——常用清洁气流流速，单位为立方米每时(m3/h)； 

t  ——测试时间，单位为时（h)。 

f) 出口PM2.5浓度按公式（11）计算： 

0

0 C

C

C p
p


   ................................................................（11） 

式中： 

    p ——动态除尘效率，%； 

0C ——发尘浓度（常用发尘浓度为 5 g/m3=5000mg/m3），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pC ——动态除尘测试出口烟气粉尘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g) 粉尘剥离率按公式（12）计算： 

%100
0







PP

PP
K i    ............................................................（12） 

式中： 

    K ——粉尘剥离率，%； 

P ——清灰阻力（常用清灰阻力为 1000Pa），单位为帕（Pa）； 

0P ——洁净滤料阻力，单位为帕（Pa）； 

iP ——第 i 次清灰后阻力，单位为帕（Pa）。 

7  检测报告 

袋式除尘器用滤袋性能检测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项目概况 

b）检测信息 

c）检测结果 

d）附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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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滤袋性能检测表 

表 A.1 给出了燃煤机组袋式除尘器用滤袋性能检测需要手机的基本资料和检测结果。 

表 A.1 滤袋性能检测表 

项目名称    

送检单位    

取样日期    

样品编号    

报告编号    

检测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出厂检测值 测试值 备注 检测条件 

外观

特性

指标 

类型       
织造、非织造、覆

膜 
/ 

型式       
圆形、扁形、折叠

形、双层形 
/ 

材质       

合成纤维、玻璃纤

维、复合材料、其

他材料（陶瓷纤

维、金属纤维、碳

纤维、矿岩纤维

等） 

/ 

疵点 个       按照 GB/T 6719 执行 

破洞 个       按照 GB/T 6719 执行 

跳线 处       按照 GB/T 6719 执行 

开缝 处       按照 GB/T 6719 执行 

油渍 块       按照 GB/T 6719 执行 

形态

特性

指标 

单位面积质量 g/m2       按照 GB/T 4669 执行 

厚度 mm       按照 GB/T 3820 执行 

密度 
径向 

根/10cm 
      按照 GB/T 3923.1 执行 

纬向       按照 GB/T 3923.1 执行 

有效长度 m       按照 GB/T 7689.3 执行/ 

外折径 mm       按照 DL/T 1514 执行 

内周长 mm       按照 GB/T 671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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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滤袋性能检测表（续） 

项目名称   

送检单位   

取样日期   

样品编号   

报告编号   

检测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出厂检测值 测试值 备注 检测条件 

机械

特性

指标 

断裂强力

特性 

径向 N       按照 GB/T 3923.1 执行 

纬向 N    按照 GB/T 3923.1 执行 

强力保

持率 
%    按照 GB/T 3923.1 执行 

50N 断裂

伸长率 

径向 %    按照 GB/T 3923.1 执行 

纬向 %    按照 GB/T 3923.1 执行 

胀破强力 kPa       按照 GB/T 7742.1 执行 

胀破扩张度 mm/mL       按照 GB/T 7742.1 执行 

机械

特性

指标 

耐热性 %    按照 GB/T 6719 执行 

热收缩率 %    按照 GB/T 6719 执行 

耐折性 °    按照 GB/T 457 执行 

耐磨性 次    按照 GB/T 21196.1 执行 

理化

特性

指标 

耐腐蚀性 /    按照 GB/T 6719 执行 

粉尘 pH 值 /    按照 DL/T 1514 执行 

阻燃性 /    按照 GB/T 5455 执行 

滤料主要化学成分 %    / 

微观结构 /    / 

工艺

特性

指标 

透气度 L/（dm2•min）    按照 JB/T 11261 执行 

静态除尘效率 %    按照 GB/T 6719 执行 

洁净滤料阻力 Pa    按照 GB/T 6719 执行 

动态除尘效率 %    按照 GB/T 6719 执行 

残余阻力 Pa    按照 GB/T 6719 执行 

出口粉尘浓度 mg/m3    按照 GB/T 6719 执行 

出口 PM2.5 浓度 mg/m3    按照 ISO 11057 执行 

PM2.5 脱除效率 %    按照 ISO 11057 执行 

粉尘剥离率 %    按照 GB/T 671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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