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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执行国家和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范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的监测+特别是样品采集方

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的颗粒物的测定内容包括了采样-测定及计算+固定污染源监测一般应照此执行+除

非有关排放标准或分析方法标准另有规定+如火电厂在其排放标准+铬 .硫/酸雾-铅 .或其他金

属/及其化合物等在其分析方法标准另有规定+也应遵守,气态污染物排放监测复杂+本标准规定的

采样内容应理解为一般性要求+采样时还应遵守有关排放标准和气态污染物分析方法标准的具体规定,
固定污染源竣工验收监测和日常监督性监测的工况及频次要求+本标准并不特别涉及+监测时还

需引用有关排放标准-监测规范及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的规定,
由于锅炉排放监测工况要求+不是在其排放标准中规定的+而是在其烟尘测试方法中规定的+因

此+即使批准发布了本标准+仍将 012345)678锅炉烟尘测试方法9予以保留,但不应理解为本标准

与它有任何矛盾,实施监测时除执行规定外+不详之处仍可引用本标准,除此之外+016:;5)558工
业炉窑烟尘测试方法9已被本标准所包涵,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016:;5)558工业炉窑烟尘测试方法9即行废止,
本标准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解释,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光铨-常德华-周扬胜-周光发-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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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题内容和适用范围

9B9 本标准规定了在烟道C烟囱及排气筒 D以下简称烟道E等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的测定方法和

气态污染物的采样方法F
9BG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锅炉C工业炉窑C及其他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的测定和气态污染物的采样F

G 定义

GB9 颗粒物

颗粒物是指燃料和其他物质在燃烧C合成C分解以及各种物料在机械处理中所产生的悬浮于排放

气体中的固体和液体颗粒状物质F
GBG 气态污染物

气态污染物是指以气体状态分散在排放气体中的各种污染物F
GBA 标准状态下的干排气

标准状态下的干排气是指在温度为 HIJKL压力为 MNMJNNOP条件下不含水分的排气F

A 测定与计算内容

AB9 排气参数 D温度C压力C水分含量C成分E的测定F
ABG 排气密度和气体分子量的计算F
ABA 排气流速和流量的测定F
ABQ 排气中颗粒物的测定和排放浓度C排放率的计算F
AB; 排气中气态污染物的采样和排放浓度C排放率的计算F

Q 采样的基本要求

QB9 采样工况

应在生产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进行L或根据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L在所规定的工况条

件下测定F
QBG 采样位置和采样点

QBGB9 采样位置

QBGB9B9 采样位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F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F采样位置应设置在

距弯头C阀门C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R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J倍直径处F对矩形烟道L

M



其当量直径 !"#$%&’$(%)*式中 $+%为边长,
-./.0./ 对于气态污染物*由于混合比较均匀*其采样位置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但应避开涡流区,
如果同时测定排气流量*采样位置仍按 1.#.2.2选取,
-./.0.3 采样位置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
-././ 采样孔

-././.0 在选定的测定位置上开设采样孔*采样孔内径应不小于4566*采样孔管长应不大于7566,
不使用时应用盖板+管堵或管帽封闭 ’图 2+图 #+图 8),当采样孔仅用于采集气态污染物时*其内径

应不小于 1566,

图 2 带有盖板的采样孔 图 # 带有管堵的采样孔 图 8 带有管帽的采样孔

’单位966) ’单位966) ’单位966)

-./././ 对正压下输送高温或有毒气体的烟道应采用带有闸板阀的密封采样孔 ’图 1),

图 1 带有闸板阀的密封采样孔

-././.3 对圆形烟道*采样孔应设在包括各测定点在内的互相垂直的直径线上 ’图 7),对矩形或方形

烟道*采样孔应设在包括各测定点在内的延长线上 ’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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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圆形断面的测定点

图 " 长方形断面的测定点 图 # 正方形断面的测定点

$%&%’ 采样平台

采样平台为检测人员采样设置(应有足够的工作面积使工作人员安全)方便地操作*平台面积应

不小于 +%!,-(并设有 +%+,高的护栏(采样孔距平台面约为 +%-.+%/,*
$%&%$ 采样点位置和数目

$%&%$%0 圆形烟道

12将烟道分成适当数量的等面积同心环(各测点选在各环等面积中心线与呈垂直相交的两条直径

线的交点上(其中一条直径线应在预期浓度变化最大的平面内(如当测点在弯头后(该直径线应位于

弯头所在的平面 343内 5图 62*

图 6 圆形烟道弯头后的测点

72对符合 8%-%+%+要求的烟道*可只选预期浓度变化最大的一条直径线上的测点*

/

9:;< 0=0>?@0AA=



!" 对直径小于 #$%&’流速分布比较均匀’对称并符合 ($)$*$*要求的小烟道+可取烟道中心

作为测点,
-" 不同直径的圆形烟道的等面积环数’测量直径数及测点数见表 *+原则上测点不超过 )#个,

表 * 圆形烟道分环及测点数的确定

烟道直径+& 等面积环数 测量直径数 测点数

.#$% *
#$%/#$0 */) */) )/1
#$0/*$# )/% */) (/*)
*$#/)$# %/( */) 0/*0
)$#/($# (/2 */) 1/)#
3($# 2 */) *#/)#

4" 测点距烟道内壁的距离见图 5+按表 )确定,当测点距烟道内壁的距离小于 )2&&时+取

)2&&,

图 5 采样点距烟道内壁距离

表 ) 测点距烟道内壁距离 6以烟道直径 7计"

测 点 号
环 数

* ) % ( 2

* #$*(0 #$#08 #$#(( #$#%% #$#)0
) #$12( #$)2# #$*(0 #$*#2 #$#1)
% #$82# #$)50 #$*5( #$*(0
( #$5%% #$8#( #$%)% #$))0
2 #$12( #$088 #$%()
0 #$520 #$1#0 #$021
8 #$152 #$88(
1 #$508 #$12(
5 #$5*1
*# #$58(

9$:$9$: 矩形或方形烟道

;" 将烟道断面分成适当数量的等面积小块+各块中心即为测点,小块的数量按表 %的规定选取,
原则上测点不超过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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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矩 "方#形烟道的分块和测点数

烟道断面积 "$%# 等面积小块长边长度 "$# 测点总数

&’()

’()*’(+

’(+*)(’

)(’*,(’

,(’*-(’

.-(’

&’(!%

&’(!+

&’(+’

&’(/0

&’(0+

1)(’

)

)*,

,*/

/*-

-*)/

1%’

2#烟道断面面积小于 ’()$%3流速分布比较均匀4对称并符合 ,(%()()要求的3可取断面中心作

为测点5
6(7(6(8 当烟道布置不能满足 ,(%()()要求时3应增加采样线和测点5

9 排气参数的测定

9(: 排气温度的测定

9(:(: 测量位置和测点

按 ,(%()和 ,(%(,确定3一般情况下可在靠近烟道中心的一点测定5
9(:(7 仪器

;# 热电偶或电阻温度计<其示值误差应不大于=!>5
2# 水银玻璃温度计<精确度应不低于 %(+?3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5

9(:(8 测定步骤

;# 将温度测量元件插入烟道中测点处3封闭测孔3待温度稳定后读数5
2# 使用玻璃温度计时3不能抽出烟道外读数5

9(7 排气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排气中水分含量应根据不同的测量对象选用冷凝法4干湿球法或重量法中的一种方法测定5
9(7(: 采样位置及测点

按 ,(%()和 ,(%(,确定3在靠近烟道中心的一个测点上采样5
9(7(7 冷凝法

9(7(7(: 原理

由烟道中抽取一定体积的排气使之通过冷凝器3根据冷凝出来的水量3加上从冷凝器排出的饱和

气体含有的水蒸汽量3计算排气中的水分含量5
9(7(7(7 测定装置及仪器

测量排气中水分含量的采样系统如图 )’所示3它由烟尘采样管4冷凝器4干燥器4温度计4真空

压力表4转子流量计和抽气泵等部件组成5
;# 烟尘采样管<用不锈钢制成3内装滤筒3用以除去排气中的颗粒物3详见 @(!(!()5
2# 冷凝器<由不锈钢制作5用于分离4贮存在采样管4连接管和冷凝器中冷凝下来的水5冷凝

器总体积应不小于 +A3冷凝管 "B)’$$C)$$#有效长度应不小于 )+’’$$3贮存冷凝水容器的

有效容积应不小于 )’’$A3排放冷凝水的开关应严密不漏气5
D# 温度计<精确度应不低于 %(+?3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5
E# 干燥器<用有机玻璃制作3内装硅胶3其容积应不小于’(@A3用于干燥进入流量计的湿烟气5
F# 真空压力表<精确度应不低于 ,?3用于测定流量计前气体压力5
G# 转子流量计<精确度应不低于 %(+?5
H# 抽气泵<当流量为 ,’AI$JK时3其抽气能力应能克服烟道及采样系统阻力5当流量计量装

置放在抽气泵出口端时3抽气泵应不漏气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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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筒#$%&’(

$)滤筒*+)采样管*,)冷凝器*-)温度计*.)干燥器*

/)真空压力表*0)转子流量计*1)累积流量计*2)调节阀*$%)抽气泵

图 $% 冷凝法测定排气水分含量装置

3454546 测定步骤

7" 将冷凝器装满冰水8或在冷凝器进9出水管上接冷却水(
:" 将仪器按图 $%所示连接(
;" 检查系统是否漏气8如发现漏气9应分段检查9堵漏8直到满足检漏要求(
流量计量装置放在抽气泵前的8其检漏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在系统的抽气泵前串一满量程为 $’<&=>的小量程转子流量计(检漏时8将装好滤筒的

采样管进口 ?不包括采样嘴"堵严8打开抽气泵8调节泵进口处的调节阀8使系统中的压力表负压指

示为 /40@A78此时8小量程流量计的流量如不大于 %4/’<&=>8则视为不漏气(
方法二#检漏时8堵严采样管滤筒夹处进口8打开抽气泵8调节泵进口的调节阀8使系统中的真

空压力表负压指示为 /40@A78关闭连接抽气泵的橡皮管8在 %4.&=>内如真空压力表的指示值下降不

超过 %4+@A78则视为不漏气(
在仪器携往现场前8已按上述方法进行过检漏的8现场检漏仅对采样管后的连接橡皮管到抽气泵

段进行检漏(
流量计量装置放在抽气泵后的检漏方法#在流量计量装置出口接一三通管8其一端接B型压力计8

另一端接橡皮管(检漏时8切断抽气泵的进口通路8由三通的橡皮管端压入空气8使 B型压力计水柱

压差上升到 +@A78堵住橡皮管进口8如 B型压力计的液面差在 $&=>内不变8则视为不漏气(抽气泵

前管段仍按前面的方法检漏(
C" 打开采样孔8清除孔中的积灰(将装有滤筒的采样管插入烟道近中心位置8封闭采样孔(
D" 开动抽气泵8以 +.’<&=>左右的流量抽气8同时记录采样开始时间(
E" 抽取的排气量应使冷凝器中的冷凝水量在 $%&’以上(采样时每隔数分钟记录冷凝器出口的

气体温度 FG8转子流量计读数 HIJ8流量计前的气体温度 FJ8压力 KJ以及采样时间 F(如系统装有累积

流量计8应记录开始采样及终止采样时的累积流量(
L" 采样结束8将采样管出口向下倾斜8取出采样管8将凝结在采样管和连接管内的水倾入冷凝

器中(用量筒测量冷凝水量(
345454M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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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排气中的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
)*%%大气压力&+*(

,$%%冷凝器中的冷凝水量&-(

./%%流量计前气体压力&+*(

.0%%冷凝器出口饱和水蒸气压力 1可根据冷凝器出口气体温度20从空气饱和时水蒸气压力表

中查得3&+*(
45/%%转子流量计读数&6789:(

2%%采样时间&89:(
2/%%流量计前气体温度&;(

<*%%测量状态下抽取烟气的体积 1=*>45/?23&6@
ABCBD 干湿球法

ABCBDBE 原理

使气体在一定的速度下流经干F湿球温度计@根据干F湿球温度计的读数和测点处排气的压力&计

算出排气的水分含量@
ABCBDBC 测量装置及仪器

干湿球法采样装置见图 GG@

G%烟道(H%干球温度计(I%湿球温度计(

J%保温采样管(K%真空压力表(L%转子流量计(M%抽气泵

图 GG 干湿球法测定排气水分含量装置

*3 采样管!见 NBIBG@
O3 干湿球温度计!精确度应不低于 GBK’&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G;@
P3 真空压力表F转子流量计F抽气泵等的技术要求同 KBHBHBHQR-@

ABCBDBD 测定步骤

*3 检查湿球温度计的湿球表面纱布是否包好&然后将水注入盛水容器中@
O3 打开采样孔&清除孔中的积灰@将采样管插入烟道中心位置&封闭采样孔@
P3 当排气温度较低或水分含量较 高 时&采 样 管 应 保 温 或 加 热 数 分 钟 后&再 开 动 抽 气 泵@以

GK6789:流量抽气@
S3 当干F湿球温度计温度稳定后&记录干球和湿球温度@
Q3 记录真空压力表的压力@

ABCBDBT 计算

排气中水分含量按式 1H3计算!

"#$U
.O0VWBWWWLM12PV2O31)*X.O3

)*X.# ?GWW 1H3YYYYYYYYYY

式中!"#$%%排气中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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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 %"时饱和水蒸气压力 &根据 %"值’由空气饱和时水蒸气压力表中查得(’)*+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通过湿球温度计表面的气体压力’)*+

.*$$大气压力’)*+

!/$$测点处排气静压’)*0
12324 重量法

1232425 原理

由烟道中抽取一定体积的排气’使之通过装有吸湿剂的吸湿管’排气中的水分被吸湿剂吸收’吸

湿管的增重即为已知体积排气中含有的水分量0
1232423 采样装置及仪器

重量法测量排气中水分含量的装置见图 670
*( 头部带有颗粒物过滤器的加热或保温的气体采样管8详见 92:260
"( ;型吸湿管 &图 6:(或雪菲尔德吸湿管 &图 6<(8内装氯化钙或硅胶等吸湿剂0
-( 真空压力表8精确度应不低于 <=0
>( 温度计8精确度应不低于 72?=’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7,0

6$烟道+7$过滤器+:$加热器+<$吸湿管+?$冷却水槽+

@$真空压力表+A$温度计+B$转子流量计+9$抽气泵

图 67 重量法测定排气水分含量装置

图 6: ;形吸湿管 图 6< 雪菲尔德吸湿管

C( 转子流量计8精确度应不低于 72?=0测量范围 DE62?FGHIJ0
K( 抽气泵8流量为 7FGHIJ时’抽气能力应能克服烟道及采样系统阻力0当流量计量装置放在

抽气泵出口端时’抽气泵应不漏气0
L( 天平8感量应不大于 6HL0

123242M 准备工作

将粒状吸湿剂装入;型吸湿管或雪菲尔德吸湿管内’并在吸湿管进N出口两端充填少量玻璃棉’关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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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吸湿管阀门!擦去表面的附着物后!用天平称重"
#$%$&$& 采样步骤

’( 将仪器按图 )*连接"
+( 检查系统是否漏气!检查漏气的方法是将吸湿管前的连接橡皮管堵死!开动抽气泵!至压力

表指示的负压达到 ),-.’时!封闭连接抽气泵的橡皮管!如真空压力表的示值在 )/01内下降不超过

2$)3-.’!则视为系统不漏气"
4( 将装有滤料的采样管由采样孔插入烟道中心后!封闭采样孔!对采样管进行预热"
5( 打开吸湿管阀门!以 )67/01流量抽气!同时记下采样开始时间"采样时间视排气的水分含

量大小而定!采集的水分量应不小于 )2/8"
9( 记下流量计前气体的温度:压力和流量计读数"
;( 采样结束!关闭抽气泵!记下采样终止时间!关闭吸湿管阀门!取下吸湿管"
8( 擦去吸湿管表面的附着物后!用天平称重"

#$%$&$# 计算

排气中水分含量按式 <,(计算=

>?@A
)$*BC/

D5 *E,
*E,FGHI

J’FKHL M)2),22F)$*BC/
I)22 <,(NNNNNNNNNN

式中=>?@OO排气中水分含量的体积百分数!PQ
C/OO吸湿管吸收的水分质量!8Q

D5OO测量状况下抽取的干气体体积 <D5R <STHIG(!6Q

STHOO转子流量计读数!67/01Q

GOO采样时间!/01Q
GHOO流量计前气体温度!UQ

KHOO流量计前气体压力!.’Q

J’OO大气压力!.’"
)$*BOO在标准状态下!)8水蒸气所占有的体积!6"

#$V 排气中 WX!WX*!X*等气体成分的测定

采用奥氏气体分析仪或等效的仪器法测定"
#$V$Y 采样位置及测点

按 B$*$)和 B$*$B确定"可在烟道近中心处一点上采样"
#$V$% 奥氏气体分析仪法

#$V$%$Y 原理

用不同的吸收液分别对排气的各成分逐一进行吸收!根据吸收前:后排气体积的变化!计算出该

成分在排气中所占的体积百分数"
#$V$%$% 采样装置及仪器

’( 带有滤尘头的内径 Z[//的聚四氟乙烯或不锈钢采样管"
+( 二连球或便携式抽气泵"
4( 球胆或铝箔袋"
5( 奥氏气体分析仪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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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管#$"干燥器#%"三通旋塞#&"梳形管#’()(*(+"旋塞#
,(!-(!!(!$"缓冲瓶#!%(!&(!’(!)"吸收瓶#!*"温度计#!+"水套管#

!,"量气管#$-"胶塞#$!"水准瓶

图 !’ 奥氏气体分析仪

./0/1/0 试剂

23 各种化学试剂4分析纯5
63 氢氧化钾溶液4将*’/-7氢氧化钾溶于!’-/-89的蒸馏水中:将上述溶液装入吸收瓶!)中5
;3 焦性没食子酸碱溶液4称取 $-/-7焦性没食子酸溶于 &-/-89蒸馏水中:’’/-7氢氧化钾

溶于 !!-/-89水中5将两种溶液装入吸收瓶 !’内混合5为了使溶液与空气完全隔绝:防止氧化:可

在缓冲瓶 !!内:加入少量液体石腊5
<3 铜氨络离子溶液4称取 $’-/-7氯化铵:溶于 *’-/-89水中:过滤于装有铜丝或铜粒的

!---89细口瓶中:再加 $--/-7氯化亚铜:将瓶口封严:放数日至溶液褪色5使用时量取上述溶液

!-’/-89和 &’/-89浓氨水:混匀:装入吸收瓶 !&中5
=3 封闭液4含 ’>硫酸的氯化钠饱和溶液约 ’--89:加 !89甲基橙指示液:取 !’-/-89装

入吸收瓶 !%5其余的溶液装入水准瓶 $!内5
./0/1/? 采样步骤

23 将采样管(二连球 @或便携式抽气泵3与球胆 @或铝箔袋3连好5
63 将采样管插入到烟道近中心处:封闭采样孔5
;3 用二连球或抽气泵将烟气抽入球胆或铝箔 袋 中:用 烟 气 反 复 冲 洗 排 空 %次:最 后 采 集 约

’--89烟气样品:待分析5
./0/1/. 分析步骤

23 检查奥氏气体分析仪的严密性

@23将吸收液液面提升到旋塞 ’()(*(+的下标线处:关闭旋塞5各吸收瓶中的吸收液液面应不

下降5
@63打开三通旋塞 %:提高水准瓶:使量气管液面位于 ’-89刻度处:关闭三通旋塞 %:再降低水

准瓶:量气管中液位经 $A%8BC不发生变化5
63 取气样

@23将盛有排气样的球胆或铝箔袋连接奥氏气体分析器进气管 !:将三通旋塞 %联通大气:抬高水

准瓶:使量气管液面至 !--89处:然后将旋塞 %联通烟气样品:降低水准瓶:使量气管液面降至零处:
再将旋塞 %联通大气:提高水准瓶:排出气体:反复 $A%次:以冲洗整个系统:排除系统中残余空气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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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旋塞 $联通气样%取烟气样品 &’’()%取样时使量气管中液面降到 *’+刻度稍下%并保

持水准瓶液面与量气管液面在同一水平面上%关闭旋塞 $%待气样冷却 ,(-.左右后%提高水准瓶%使

量气管内凹液面对准 *’+刻度线/
0# 分析

分析的顺序是 12,%2,%12/
!3#稍提高水准瓶%再打开旋塞 4将气样送入吸收瓶%往复抽送烟气样品 567次后%将吸收瓶 &8

的吸收液液面恢复至原位标线%关闭旋塞 4%对齐量气管和水准瓶液面%读数/为了检查是否吸收完全%
打开旋塞 4%重复上述操作%往复抽送气样 ,6$次%关闭旋塞 4%读数/两次读数相等%表示吸收完

全%记下量气管体积/该体积为 12,被吸收后气体的体积 9/
!"#用吸收瓶 &7:&5:&$分别吸收气体中的氧:一氧化碳和吸收过程中放出的氨气/操作方法同

!3#%读数分别为 ;和 </
!0#分析完毕%将水准瓶抬高%打开旋塞 $排出仪器中的烟气%关闭旋塞 $后再降低水准瓶%以免

吸入空气/
=>?>@>A 计算

排气各成分的体积百分含量计算如下B
二氧化碳BC12,D !&’’E9#F
氧BC2,D !9E;#F
一氧化碳BC12D !;E<#F
氮BCG,D<F
式中B9:;:<分别为 12,:2,:12被吸收液吸收后烟气体积的剩余量 !()#H*&’’+是所取的

烟气体积 !()#/
=>I 排气压力的测定

排气的压力一般是指其静压 JK%测定排气静压的仪器及方法见 L>7>,/

A 排气密度和气体分子量的计算

A>M 排气密度的计算

A>M>M 排气密度和其分子量:气温:压力的关系由下式计算B

NKD
OK !P3QJK#
4$&,!,L$QRK# !5#SSSSSSSSSSSSSSS

式中BNKTT排气的密度%UVW($H
OKTT排气气体的分子量%UVWU(XYH

P3TT大气压力%Z3H

JKTT排气的静压%Z3H

RKTT排气的温度%[/

4$&,D,,>5\&’&$’’,L$ %]Ŵ /

A>M>@ 标准状态下湿排气的密度按下式计算B

N.D
OK

,,>5D
&
,,>5_!O2,C2,QO12C12QO12,C12,QOG,CG,‘!&ECKa#QOb,2CKa‘ !7#SS

式中BN.TT标准状态下湿排气的密度%UVW($H
OKTT湿排气气体的分子量%UVWU(XYH

O2,:O12:O12,:OG,:Ob,2TT排气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气和水的分子量%UVWU(XYH

C2,:C12:C12,:CG,TT干排气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气的体积百分数%F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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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中水分含量的体积百分数%&’
()*)+ 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湿排气的密度按式 ,-.计算/

0"102 345
34567"8

9:6;"
<=<5== ,-.>>>>>>>>>>>>>>

式中/0"$$测量状态下烟道内湿排气的密度%?@AB5C
;"$$排气的静压%D:’

()E 排气气体分子量的计算

()E)* 排气气体分子量的计算

已知各成分气体的体积百分数 !F和其分子量 GF%排气气体的分子量按式 ,4.计算/

G"1H!IGI ,4.>>>>>>>>>>>>>>>>>
式中/G"$$排气气体的分子量%?@A?BJKC

!I$$某一成分气体的体积百分数%&C

GI$$某一成分气体的分子量%?@A?BJK’
()E)E 干排气气体分子量的计算

干排气气体的分子量 G"L按式 ,M.计算/
G"L1!N3GN36!ONGON6!ON3GON36!P3GP3 ,M.>>>>>>>>>>

()E)+ 湿排气气体分子量的计算

湿排气气体分子量 G"按式 ,Q.计算/
G"1 ,!N3GN36!ONGON6!ON3GON36!P3GP3.,<R!"#.6!"#GS3N ,Q.>>>>>

T 排气流速U流量的测定

T)* 测量位置及测点

按照 V)3)<和 V)3)V的要求选定’
T)E 原理

排 气 的 流 速 与 其 动 压 平 方 根 成 正 比%根 据 测 得 某 测 点 处 的 动 压U静 压 以 及 温 度 等 参 数%由 式

,<=.计算出排气流速’
T)+ 测量装置及仪器

图 <- 标准型皮托管

:.标准型皮托管/标准型皮托管的构造如图 <-所示’它是一个弯成 Q=W的双层同心圆管%前端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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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圆形!正前方有一开孔!与内管相通!用来测定全压"在距前端 #倍直径处外管壁上开有一圈孔径

为$%%的小孔!通至后端的侧出口!用于测定排气静压"
按照上述尺寸制作的皮托管其修正系数为 &’(()&’&$!如果未经标定!使用时可取修正系数*+为

&’(("
标准型皮托管的测孔很小!当烟道内颗粒物浓度大时!易被堵塞"它适用于测量较清洁的排气"
,-.型皮托管/.型皮托管的结构见图 $0"它是由两根相同的金属管并联组成"测量端有方向相

反的两个开口!测定时!面向气流的开口测得的压力为全压!背向气流的开口测得的压力小于静压"按

照图 $0设计要求制作的 .型皮托管!其修正系数 *+为 &’12)&’&$"制作尺寸与上述要求有差别的 .
型皮托管的修正系数需进行校正"其正3反方向的修正系数相差应不大于 &’&$".型皮托管的测压孔

开口较大!不易被颗粒物堵塞!且便于在厚壁烟道中使用"

图 $0 .型皮托管

4-斜管微压计/斜管微压计用于测定排气的动压!其精确度应不低于 56!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578"
9-:型压力计/:型压力计用于测定排气的全压和静压!其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78"
;-大气压力计/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78"

=’> 准备工作

=’>’? 将微压计调整至水平位置"
=’>’@ 检查微压计液柱中有无气泡"
=’>’A 检查微压计是否漏气"向微压计的正压端 B或负压端-入口吹气 B或吸气-!迅速封闭该入口!
如微压计的液柱位置不变!则表明该通路不漏气"
=’>’> 检查皮托管是否漏气"用橡皮管将全压管的出口与微压计的正压端连接!静压管的出口与微压

计的负压端连接"由全压管测孔吹气后!迅速堵严该测孔!如微压计的液柱位置不变!则表明全压管

不漏气C此时再将静压测孔用橡皮管或胶布密封!然后打开全压测孔!此时微压计液柱将跌落至某一

位置!如液面不继续跌落!则表明静压管不漏气"
=’D 测量步骤

=’D’? 测量气流的动压 B图 $1-
8-将微压计的液面调整到零点"
,-在皮托管上标出各测点应插入采样孔的位置"
4-将皮托管插入采样孔"使用 .型皮托管时!应使开孔平面垂直于测量断面插入"如断面上无涡

流!微压计读数应在零点左右"使用标准皮托管时!在插入烟道前!切断皮托管和微压计的通路!以

避免微压计中的酒精被吸入到连接管中!使压力测量产生错误"
9-在各测点上!使皮托管的全压测孔正对着气流方向!其偏差不得超过 $&E!测出各点的动压!分

别记录在表中"重复测定一次!取平均值"
;-测定完毕后!检查微压计的液面是否回到原点"

=’D’@ 测量排气的静压 B图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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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皮托管#$"斜管微压计#%"&型皮托管#’"(型压力计#)"烟道

图 !* 动压及静压的测定装置

+,将皮托管插入烟道近中心处的一个测点-
.,使用&型皮托管测量时只用其一路测压管-其出口端用胶管与(型压力计一端相连/将&型皮

托管插入到烟道近中心处/使其测量端开口平面平行于气流方向/所测得的压力即为静压-
0,使用标准型皮托管时/用胶管将其静压管出口端与(型压力计一端相连/将皮托管伸入到烟道

近中心处/使其全压测孔正对气流方向/所测得的压力即为静压-
12324 测量排气的温度

12325 测量大气压力

+,使用大气压力计直接测出-
.,也可以根据当地气象站给出的数值/加或减因测点与气象站标高不同所需的修正值-即标高每

增加 !67/大气压力约减小 !!68+-
129 排气流速和流量的计算

1292: 排气流速的计算

1292:2: 测点气流速度 ;<按式 =!6,计算

;<>?@
$AB
CD<
>!$*2E?@

=$F%GH<,AB
I< =J+GA<D , =!6,KKKKKKKKKK

当干排气成分与空气近似/排气露点温度在 %)L))M之间N排气的绝对压力在 EFL!6%O8+之间

时/;<可按式 =!!,计算P

;<>626FQ?@ $F%GHD <R ADB =!!,KKKKKKKKKKKK
对 于 接 近 常 温N常 压 条 件 下 =H>$6M/J+GA<>!6!%668+,/通 风 管 道 的 空 气 流 速 ;+按 式

=!$,计算P

;+>!2$E?@ ADB =!$,KKKKKKKKKKKKKKK
式中P;<""湿排气的气体流速/7S<#

;+""常温常压下通风管道的空气流速/7S<#

J+""大气压力/8+#

?@""皮托管修正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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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动压$%&’

!(##排气静压$%&’

)(##湿排气的密度$*+,-.’

/(##湿排气的分子量$*+,*-01’

2(##排气温度$34
5676869 平均流速的计算

烟道某一断面的平均流速 :(可根据断面上各测点测出的流速 :(;$由式 <=.>计算?

:(@
A
B

C@=
:(C

B @=DE6FGH
DI.J2(

/( <K&J!(L >M
A
B

C@=
!L"C

B <=.>NNNNNNNN

式中?!"C##某一测点的动压$%&’
B##测点的数目4

当干排气成分与空气相近$排气露点温度为 .OPOO3之间$排气绝对压力在 FIP=Q.*%&之间时$
某一断面的平均气流速度 :(按式 <=R>计算?

:(@Q6QISGH DI.J2L (M
A
B

C@=
!L"C

B <=R>NNNNNNNNNNN

对于接近常温T常压条件下 <2@DQ3$K&J!(@=Q=.QQ%&>$通风管道中某一断面的平均空气流

速 :&按式 <=O>计算?

:&@=6DFGH
A
B

C@=
!L"C

B <=O>NNNNNNNNNNNNNN

56769 排气流量的计算

5676968 工况下的湿排气流量 U(按式 <=S>计算?

U(@.SQQMVM:( <=S>NNNNNNNNNNNNNNN
式中?U(##工况下湿排气流量$-.,W’

V##测定断面面积$-D’
:(##测定断面的湿排气平均流速$-,(4

5676969 标准状态下干排气流量 U(X按式 <=I>计算?

U(X@U(M
K&J!(
=Q=.QQM

DI.
DI.J2( <=YZ([> <=I>NNNNNNNNNNN

式中?U(X##标准状态下干排气流量$-.,W’
K&##大气压力$%&’

!(##排气静压$%&’

2(##排气温度$3’

Z([##排气中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4
567696] 常温常压条件下$通风管道中的空气流量按式 <=E>计算?

U&@.SQQMVM:& <=E>NNNNNNNNNNNNNNN
式中?U&##通风管道中的空气流量$-.,W4

^ 排气中颗粒物的测定

6̂8 采样位置和采样点$按 R6D6=和 R6D6R确定4
6̂9 测定方法概要

6̂968 颗粒物等速采样方法原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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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烟尘采样管由采样孔插入烟道中!使采样嘴置于测点上!正对气流!按颗粒物等速采样原理!即

采样嘴的吸气速度与测点处气流速度相等 "其相对误差应在 #$%以内&!抽取一定量的含尘气体’根据

采样管滤筒上所捕集到的颗粒物量和同时抽取的气体量!计算出排气中颗粒物浓度’
维持颗粒物等速采样的方法有普通型采样管法 "即预测流速法&(皮托管平行测速采样法(动压平

衡型采样管法和静压平衡型采样管法等四种’可根据不同测量对象状况!选用其中的一种方法’
)*+*+ 移动采样

用一个滤筒在已确定的采样点上移动采样!各点采样时间相等!求出采样断面的平均浓度’
)*+*, 定点采样

每个测点上采一个样!求出采样断面的平均浓度!并可了解烟道断面上颗粒物浓度变化状况’
)*+*- 间断采样

对有周期性变化的排放源!根据工况变化及其延续时间!分段采样!然后求出其时间加权平均浓

度’
)*, 普通型采样管法 "预测流速法&
)*,*. 原理

采样前预先测出各采样点处的排气温度(压力(水分含量和气流速度等参数!结合所选用的采样

嘴直径!计算出等速采样条件下各采样点所需的采样流量!然后按该流量在各测点采样’
)*,*+ 等速采样的流量按式 "#/&计算0

1234$*$$$56789:;
<=>?;
86@>AB C; D;E "86@>AF&

<=>?G HF

#I8

"#JK;L& "#/&MMMMM

式中0123NN等速采样流量的转子流量计读数!OIPQRS
7NN采样嘴直径!PPS
:;NN测点气体流速!PI;S

<=NN大气压力!T=S

?;NN排气静压!T=S

?FNN转子流量计前气体压力!T=S

A;NN排气温度!US

AFNN转子流量计前气体温度!US

D;ENN干排气的分子量!VWIVPXYS

K;LNN排气中的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
当干排气成分和空气近似时!等速采样流量 123按式 "8$&计算0

1234$*$$8Z789:;
<=>?;
86@>AB C; "86@>AF&

<=>?G HF

#I8

"#JK;L& "8$&MMMMMMM

普通型采样管法!适用于工况比较稳定的污染源采样’尤其是在烟道气流速度低(高温(高湿(高

粉尘浓度的情况下!均有较好的适应性’并可配用惯性尘粒分级仪测量颗粒物的粒径分级组成’
)*,*, 采样装置和仪器

普通型采样管采样装置见图 #/!它由普通型采样管(颗粒物捕集器(冷凝器(干燥器(流量计量

和控制装置(抽气泵等几部分组成’当排气中含有二氧化硫等腐蚀性气体时!在采样管出口还应设置

腐蚀性气体的净化装置 "如双氧水洗涤瓶等&’
)*,*,*. 采样管’采样管有玻璃纤维滤筒采样管和刚玉滤筒采样管两种’

=&玻璃纤维滤筒采样管’由采样嘴(前弯管(滤筒夹(滤筒(采样管主体等部分组成 "图 8$&’滤

筒由滤筒夹顶部装入!靠入口处两个锥度相同的圆锥环夹紧固定’在滤筒外部有一个与滤筒外形一样

而尺寸稍大的多孔不锈钢托!用以承托滤筒!以防采样时滤筒破裂’采样管各部件均用不锈钢制作及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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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筒#$"采样管#%"冷凝器#&"温度计#’"干燥器#("真空压力表#

)"转子流量计#*"累积流量计#+"调节阀#!,"抽气泵

图 !+ 普通型采样管法颗粒物采样装置

!"采样嘴#$"前弯管#%"滤筒夹压盖#&"滤筒夹#’"滤筒夹#

("不锈钢托#)"采样管主体#*"滤筒

图 $, 玻璃纤维滤筒采样管

-.刚玉滤筒采样管/由采样嘴0前弯管0滤筒夹0刚玉滤筒0滤筒托0耐高温弹簧0石棉垫圈0采

样管主体等部分组成 1图 $!./刚玉滤筒由滤筒夹后部放入2藉滤筒托0耐高温弹簧和滤筒夹可调后体

压紧在滤筒夹前体上/滤筒进口与滤筒夹前体和滤筒夹与采样管接口处用石棉或石墨垫圈密封/采样

管各部件均用不锈钢制作和焊接/

!"采样嘴#$"前弯管#%"滤筒夹前体#&"采样管主体#’"滤筒夹中体#
("刚玉滤筒#)"滤筒托#*"耐高温弹簧#+"滤筒夹后体#!,"石棉垫圈

图 $! 刚玉滤筒采样管

3454546 采样嘴/采样嘴入口角度应不大于&’72与前弯管连接的一端的内径8!应与连接管内径相同2
不 得有急剧的断面变化和弯曲 1图 $$./入口边缘厚度应不大于 ,4$992入口直径 8偏差应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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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小直径应不小于 ’%%(

图 )) 采样嘴

*#+#+#+ 滤筒

,-玻璃纤维滤筒(由玻璃纤维制成&有直径 .)%%和 )’%%两种(对 "#’/%的粒子捕集效率应

不低于 00#01(失重应不大于 )%2&适用温度为 ’""3以下(
4-刚玉滤筒(由刚玉砂等烧结而成(规格为 5)6%% 7外径-8$""%%&壁厚 $#’!"#.%%(对

"#’/%的粒子捕集效率应不低于 001(失重应不大于 )%2&适用温度为 $"""3以下(空白滤筒阻力&
当流量为 )"9:%;<时&应不大于 =>?,(
*#+#+#@ 流量计量箱(包括冷凝水收集器A干燥器A温度计A真空压力表A转子流量计&和根据需要

加装的累积流量计等(
,-冷凝水收集器(用于分离A贮存在采样管A连接管中冷凝下来的水(冷凝水收集器容积应不小

于 $""%9&放水开关关闭时应不漏气(出口处应装有温度计&用于测定排气的露点温度(
4-干燥器(容积应不小于 "#69&高度不小于 $’"%%&内装硅胶(气体出口应有过滤装置&装料

口处应有密封圈(用于干燥进入流量计前的湿排气(
B-温度计(精确度应不低于 )#’1&温度范围C$"DE"3&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3(分别用于测

量气体的露点和进入流量计的气体温度(
F-真空压力表(精确度应不低于 =1&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用于测量进入流量计的气体

压力(
G-转子流量计(精确度应不低于 )#’1&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9:%;<(用于控制和测量采样时的

瞬时流量(
H-累积流量计(精确度应不低于 )#’1&用于测量采样时段的累积流量(

*#+#+#I 冷凝器(其技术要求见 ’#)#)#)之 4(
*#+#+#J 抽气泵(当流量为 ="9:%;<时&其抽气能力应能克服烟道及采样系统阻力(如流量计量装

置放在抽气泵出口&抽气泵应不漏气(
*#+#+#K 天平(感量 "#$%2(
*#+#+#* 秒表(
*#+#@ 采样准备

,-滤筒处理和称重(用铅笔将滤筒编号&在 $"’D$$"3烘箱中烘烤 $L&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

至室温&用感量 "#$%2天平称量&两次重量之差应不超过 "#’%2(当滤筒在 =""3以上高温排气中使

用 时&为了减少滤筒本身减重&应预先在 =""3高温箱中烘烤 $L&然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

量至恒重&放入专用的容器中保存(
4-检查所有的测试仪器功能是否正常&干燥器中的硅胶是否失效(
B-检查系统是否漏气&如发现漏气&应再分段检查&堵漏&直到合格(检查漏气的方法同 ’#)#)#.

的 B(
*#+#I 采样步骤

,-记下滤筒编号&将滤筒装入采样管&用滤筒压盖或滤筒托&将滤筒进口压紧(
4-对采样系统进行检漏&方法同 ’#)#)#.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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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烟道断面大小#确定采样点数和位置#然后将各采样点的位置用胶布在皮托管和采样管上

作出记号$
%"打开烟道的采样孔#清除孔中的积灰$
&"按顺序测定排气温度’水分含量’静压和各采样点的气体动压$如干排气成分与空气的成分有

较大差异时#还应测定排气的成分$进行各项测定时#应将采样孔封闭$
("根 据 测 得 的 排 气 温 度’水 分 含 量’静 压 和 各 采 样 点 的 流 速#结 合 选 用 的 采 样 嘴 直 径#按 式

)*+"或 ),-"算出各采样点的等速采样流量$
."装上所选定的采样嘴#开动抽气泵调整流量至第一个采样点所需的等速采样流量#关闭抽气泵$

记下累积流量计初读数 /*$
0"将采样管插入烟道中第一采样点处#将采样孔封闭#使采样嘴对准气流方向 )其与气流方向偏

差不得大于 *-1"#然后开动抽气泵#并迅速调整流量到第一个采样点的采样流量$
2"采样期间#由于颗粒物在滤筒上逐渐聚集#阻力会逐渐增加#需随时调节控制阀以保持等速采

样流量#并记下流量计前的温度’压力和该点的采样延续时间$
3"一点采样后#立即将采样管按顺序移到第二个采样点#同时调节流量至第二个采样点所需的等

速采样流量$依次类推#顺序在各点采样$每点采样时间视颗粒物浓度而定#原则上每点采样时间应

不少于 4526$各点采样时间应相等$
7"采样结束后#关闭抽气泵#小心地从烟道取出采样管#注意不要倒置$记录累积流量计终读数

/,$如采样管倒置采样#采样结束时#应及时记下采样时间及累积流量计终读数 /,#并迅速从烟道中

取出采样管#正置后#再关闭抽气泵$
8"用镊子将滤筒取出#轻轻敲打前弯管#并用细毛刷将附着在前弯管内的尘粒刷到滤筒中#将滤

筒用纸包好#放入专用盒中保存$
5"每次采样#至少采取三个样品#取其平均值$
6"采样后应再测量一次采样点的流速#与采样前的流速相比#如相差大于 ,-9#样品作废#重新

取样$
:;<;= 样品分析

采样后的滤筒放入 *->?烘箱中烤 *0#取出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用感量 -;*5.天平称

量至恒重$采样前后滤筒重量之差#即为采取的颗粒物量$
:;@ 皮托管平行测速采样法

:;@;A 原理

此法与普通型采样管法基本相同#将普通采样管’B型皮托管和热电偶温度计固定在一起#采样时

将三个测头一起插入烟道中同一测点#根据预先测得的排气静压#水分含量和当时测得的测点动压’温

度等参数#结合选用的采样嘴直径#由编有程序的计算器及时算出等速采样流量 )等速采样流量的计

算与预测流速法相同"$调节采样流量至所要求的转子流量计读数进行采样$采样流量与计算的等速采

样流量之差应在 *-9以内$此法的特点是当工况发生变化时#可根据所测得的流速等参数值#及时调

节采样流量#保证颗粒物的等速采样条件$
:;@;C 采样装置和仪器

皮托管平行测速采样装置由组合采样管’除硫干燥器’流量计量箱’抽气泵等部分组成#其系统

见图 ,4$
:;@;C;A 组合采样管$由普通型采样管和与之平行放置的B型皮托管’热电偶温度计固定在一起组成#
三 者之间的相对位置见图 ,D$普通型采样管’B型皮托管’热电偶温度计的技术要求见 E;4;4;*F
E;4;4;4和 G;4H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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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道#$"皮托管#%"斜管微压计#&"采样管#’"除硫干燥器#("温度计#)"真空压力表#

*"转子流量计#+"真空泵#!,"温度计#!!"压力表#!$"累积流量计

图 $% 皮托管平行测速法固体颗粒物采样装置

!"采样管#$"-型皮托管#%"热电偶温度计

图 $& 组合采样管相对位置要求

./0/1/1 除硫干燥器2由气体洗涤瓶 3内装 %4双氧水约 (,,5*,,678和干燥器串联组成2

./0/1/9 流量计量箱2由温度计:真空压力表:转子流量计和累积流量计等组成2其技术要求同普通

型采样管法的 */%/%/&2
./0/1/0 抽气泵:天平2技术要求同普通型采样管法的 */%/%/(5*/%/%/)2
./0/9 采样准备2采样准备与普通型采样管法相同2
./0/0 采样步骤

;8根据烟道尺寸确定采样点的数目和位置<将各采样点的位置在采样管上作出标记2
=8记下滤筒的编号<将已称重的滤筒装入采样管内<并装上所选定的采样嘴2
>8打开烟道的采样孔<清除孔中的积灰2
?8测量排气中水分含量2
@8测量排气的静压2将组合采样管小心地插入烟道近中心处<使 -型皮托管的测压孔平面平行于

气流<将其一侧出口用橡皮管与 A形压力计相连<测出排气的静压2
B8测量排气的动压2将 -型皮托管的两个测压出口用橡皮管与斜管微压计连接 3连接时应将橡皮

管气路切断8<将测压孔准确地置于第一采样点上2旋转 +,C使其全压测孔正对着气流方向 3偏差应小

于 !,C8<测出排气的动压2
D8将组合采样管旋转 +,C<读出热电偶温度计指示的排气温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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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测得的排气的水分含量 #$%&静压 ’$&动压 ’()温度 *$和采样嘴直径 +输入到按式 ,-."
或 ,/0"编成程序的计算器中&计算出第一点采样的流量计读数 123-4

5"记下累积流量计初读数 6-4
7"将组合采样管旋转 .08&使采样嘴及 9型皮托管全压测孔正对着气流4开动抽气泵&记录采样开

始时间&迅速调节采样流量到第一测点所需的等速采样流量值123-&进行采样4采样流量与计算的等速

采样流量之差应在 -0:以内4
;"采样期间当动压)温度等有较大变化时&需随时将有关参数输入计算器&重新计算等速采样流

量&并调节流量计至所需的等速采样流量4另外&由于颗粒物在滤筒内壁逐渐聚集&使其阻力增加&也

需及时调节控制阀以保持等速采样流量4记录排气的温度&动压&流量计前的气体温度&压力及该点

的采样延续时间4
<"一点采样后&立即将采样管移至第二采样点4根据在第二点所测得的动压 ’()排气温度 *$&计

算出第二采样点的等速采样流量 123/&迅速调整采样流量到 123/&继续进行采样4依次类推&顺序在各

点采样4
="采样完毕后&关闭抽气泵4从烟道中小心地取出采样管4记录累积流量计的终读数 6/4
>"采样前的检漏)其他操作与普通型采样管法相同4

?@A 动压平衡型等速采样管法

?@A@B 原理

利用装置在采样管中的孔板在采样抽气时产生的压差和与采样管平行放置的皮托管所测出的气体

动压相等来实现等速采样4此法的特点是&当工况发生变化时&它通过双联斜管微压计的指示&可及

时调整采样流量&保证等速采样的条件4
?@A@C 采样装置和仪器

采样装置由动压平衡型组合采样管)双联斜管微压计)流量计量箱和抽气泵等部分组成 ,图 /D"4

-E烟道F/E皮托管FGE双联斜管微压计FHE抽气泵FDE转子流量计F

IE累积流量计FJE真空压力表FKE温度计F.E干燥器F-0E采样管

图 /D 动压平衡法固体颗粒物采样装置

L"动压平衡型组合采样管系由滤筒采样管和与之平行放置的9型皮托管构成4采样管的滤筒夹后

装有孔板&用于控制等速采样流量49型皮托管用于测量排气流速4二者间的相对位置应满足图 /H的

要求4标定时孔板上游应维持 G;ML的真空度&孔板的系数和 9型皮托管的系数相差应不超过 /:4
N"双联斜管微压计&用于测定 9型皮托管的动压和孔板的压差4斜管微压计应符合 J@GO的规定&

二微压计之间的误差应不大于 DML4
O"流量计量箱4除增加一累积流量计外&其他与普通型采样管法相同&应符合 K@G@G@H条的规定4
("累积流量计4其精确度应不低于 /@D:4
P"抽气泵)天平的技术要求见 K@G@G@IQK@G@G@J4

?@A@R 采样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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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仪器放在平整的地方#调整双联斜管微压计至水平位置和液柱至零点#按图 $%连接仪器各部

件#连接时要注意微压计正负方向#并保持管路畅通#以免一端压力过大#将微压计溶液抽出&
’"记下滤筒编号#将已称重的滤筒装入采样管内#使采样嘴对着气流方向插入管道#置于第一个

采样点处#此时连接皮托管的微压计即指示采样点处气体动压&记下累积流量计的初读数 ()&
*"打开抽气泵#调节采样流量#使孔板的差压读数等于皮托管的气体动压读数#即达到了等速采

样条件&采样过程中#要随时注意调节流量#使两微压计读数相等#以保持等速采样条件&
+"采样的同时#记下测点气体的动压,流量计前气体的温度,压力和每一点的采样延续时间&
-"一点采样后#将采样管移到下一个采样点处继续采样#操作同前&采样完毕#记下累积流量计

的终读数 ($&
."采样前采样系统的检漏#其他操作以及滤筒处理均与普通型采样管法相同&

/01 静压平衡型等速采样管法

/0102 原理

静压平衡型等速采样管法是利用在采样管入口配置的专门采样嘴#在嘴的内外壁上分别开有测量

静压的条缝#调节采样流量使采样嘴内,外条缝处静压相等#达到等速采样条件&此法用于测量低含

尘浓度的排放源#操作简单#方便&但在高含尘浓度及尘粒粘结性强的场合下#此法的应用受到限制&
也不宜用于反推烟气流速和流量#以代替流速流量的测量&
/0103 采样装置和仪器

静压平衡等速采样装置主要由静压平衡采样管,压力偏差指示计,流量计量箱和抽气泵等部分组

成&4图 $5"&

)6烟道7$6采样管786压力偏差指示器796干燥器7%6温度计7

56真空压力表7:6转子流量计7;6累积流量计7<6抽气泵

图 $5 静压平衡法固体颗粒物采样装置

!"静压平衡采样管&其结构见图 $:&应在风洞中对不同直径的采样嘴在高,中,低不同流速下进

行标定#至少各标定 8点#其等速误差应不大于=%>&
’"压力偏差指标计&它是一倾斜角较小的指零微压计#用以指示采样嘴内外条缝处的静压差&零

点前后的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
*"流 量 计 量 箱 中 的 干 燥 器,温 度 计,真 空 压 力 表,转 子 流 量 计,累 积 流 量 计 等 的 技 术 要 求 同

;080809&
+"抽气泵,天平&其技术要求同 ;080805@;08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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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嘴#$"内套管#%"取样座#&"紧固联接套#’"垫片#("滤筒压环#

)"滤筒#*"手柄#+"采样管出口接头#!,"静压管出口接头

图 $) 静压平衡采样管结构

-./.0 采样步骤

12将仪器箱放在水平位置3调节压力偏差指示器的液面至零点位置3然后将采样管与静压管出口

用橡皮管分别接到仪器的相应位置上4记下累积流量计的初读数4
52将测点位置在采样管上作出标记3然后将已称重的滤筒放在滤筒夹内3记下滤筒编号3放滤筒

时要注意滤筒托座顶面和密封垫片是否干净3紧固联接套是否压紧3防止管内外静压串通和漏气4
62将采样管插入烟道的第一测点3对准气流方向3封闭采样孔3打开抽气泵3同时调节流量3使

管嘴内外静压平衡在压力偏差指示器的零点位置3即达到了等速采样条件4
72采样系统的检漏同 ’.$.$.%63但检漏时应将采样嘴内静压测孔的连出管口封闭4静压管的检漏

同 ).).&4其他操作以及滤筒处理均与普通型采样管相同4

8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8.9 采样位置和采样点

8.9.9 采样位置4原则上应符合 &.$.!的规定4
8.9.: 采样点4由于气态污染物在采样断面内一般是混合均匀的3可取靠近烟道中心的一点作为采样

点4
8.: 采样方法

根据测试分析方法不同3分化学法和仪器直接测试法4
8.:.9 化学法采样

!"烟道#$"加热采样管#%"旁路吸收瓶#&"温度计#’"真空压力表#

("吸收瓶#)"三通阀#*"干燥器#+"流量计#!,"抽气泵

图 $* 烟气采样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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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通过采样管将样品抽入到装有吸收液的吸收瓶或装有固体吸附剂的吸附管&真空瓶&
注射器或气袋中’样品溶液或气态样品经化学分析或仪器分析得出污染物含量%
!"#"$"# 采样系统(

)*吸收瓶或吸附管采样系统%由采样管&连接导管&吸收瓶或吸附管&流量计量箱和抽气泵等部

分组成’见图 +,’当流量计量箱放在抽气泵出口时’抽气泵应严密不漏气%
-*真空瓶或注射器采样系统%由采样管&真空瓶或注射器&洗涤瓶&干燥器和抽气泵等组成’见

图 +.和图 /0%

12加热采样管3+2三通阀3/2真空压力表342过滤器352真空瓶3

62洗涤瓶372抽气泵

图 +. 真空瓶采样系统

12加热采样管3+2过滤器3/2注射器342洗涤瓶352抽气泵

图 /0 注射器采样系统

12滤料3+2加热采样管3/2三通阀342除湿器352抽气泵3

62调节阀372分析仪3,2记录器3.2标准气瓶

图 /1 仪器测试法采样系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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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有机物在内的某些污染物&在不同烟气温度下&或以颗粒物或以气态污染物形式存在’
采样前应根据污染物状态&确定采样方法和采样装置’如系颗粒物则按颗粒物等速采样方法采样’
!"#"# 仪器直接测试法采样

!"#"#"$ 原理’通过采样管和除湿器&用抽气泵将样气送入分析仪器中&直接指示被测气态污染物的

含量’
!"#"#"# 采样系统’由采样管(除湿器(抽气泵(测试仪和校正用气瓶等部分组成&见图 )*’
!"% 采样装置

!"%"$ 采样管

根据被测污染物的特征&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型式采样管’见图 )+’

图 )+ 几种加热式采样管

,-,型采样管’适用于不含水雾的气态污染物的采样’
.-.型采样管’在气体入口处装有斜切口的套管&同时装滤料的过滤管也进行加热&套管的作用

是防止排气中水滴进入采样管内&过滤管加热是防止近饱和状态的排气将滤料浸湿&影响采样的准确

性’
/-/型采样管’适用于既有颗粒物又有气态污染物的低湿烟气的采样&滤筒采集颗粒物&串连在系

统中的吸收瓶则采集气态污染物’
!"%"$"$ 材质应满足以下条件

,-不吸收亦不与待测污染物起化学反应0
.-不被排气中腐蚀成分腐蚀0

/-能在排气温度和流速下保持足够的机械强度’
!"%"$"# 滤料

为了防止烟尘进入试样干扰测定&在采样管入口或出口处装入阻挡尘粒的滤料&滤料应选择不吸

收亦不与待测污染物起化学反应的材料&并能耐受高温排气’不同污染物适用滤料见表 1’
!"%"$"% 尺寸

考虑到采气流量(机械强度和便于清洗&采样管内径应大于 233&长度应能插到所需的采样点处&
一般不宜小于 45533’
!"%"$"6 保温和加热

为了防止采集的气体中的水分在采样管内冷凝&避免待测污染物溶于水中产生误差&需将采样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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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几种污染物的加热温度见表 "#加热可用电加热或蒸汽加热!使用电加热时!为安全起见!宜采

用低压电源!并有良好的绝缘性能#保温材料可用石棉或矿渣棉#表 $中列出了不同污染物适用的采

样管材质#
表 " %&种气态污染物所需加热的最低温度

气体种类 加 热 温 度!’ 备 注

二氧化硫 (%)* 考虑到温度对气体成分转化的影响!以及防

氮氧化物 (%"* 止连接管的损坏!加热温度应不超过 %&*’
硫化氢 (%)*
氟化物 (%)*
氯化氢 (%)*
溴 (%)*
酚 (%)*
氨 (%)*
光气 (%)*
丙烯醛 (%)*
氰化氢 (%)*
硫醇 )*+,*
氯 常温

一氧化碳 常温

二氧化碳 常温

苯 常温

表 $ %&种气态污染物使用的采样管-连接管和滤料的材质

气 体 名 称 采 样 管 和 连 接 管 滤 料

二氧化硫 %!)!,!"!$!&!.!/ 0!%*
氮氧化物 %!)!,!"!$!/ 0
氟化物 %!$ %*
氯 )!,!"!$!& 0!%*
氯化氢 )!,!"!$!&!/ 0!%*
硫化氢 %!)!,!"!$!&!.!/ 0!%*
溴 )!,!$!/ 0
酚 %!)!,!$!/ 0
苯 )!,!$!/ 0
二硫化碳 )!,!$!/ 0
硫醇 %!)!,!$ 0
氨 %!)!,!"!$!& 0!%*
一氧化碳 %!)!,!"!$!/ 0!%*
丙烯醛 %!)!$!/ 0
光气 %!)!,!$ 0
氰化氢 %!)!,!"!$!& 0!%*

注1%2不锈钢3)2硬质玻璃3,2石英3"2陶瓷3$2氟树脂或氟橡胶3&2氯乙烯树脂3.2聚氯橡胶3/2硅

橡胶302无碱玻璃棉或硅酸铝纤维3%*2金刚砂

45657 连接管

应选择不吸收亦不和待测污染物起化学反应并便于连接与密封的材料#不同污染物适用的材质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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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为了避免采样气体中水分在连接管中冷凝#从采样管到吸收瓶或从采样管到除湿器之间要进行保

温#连接管线较长时要进行加热#连接管内径应大于 $%%#管长应尽可能短"
&’(’( 除湿和气液分离

在使用仪器直接监测污染物时#为防止采样气体中水分在连接管线和仪器中冷凝干扰测定#需要

在采样管气体出口处进行除湿和气液分离"
&’(’(’) 样气除湿

*+ 对含有少量水分不影响测试结果#只是为了避免连接管线和仪器内部管路和部件不产生冷凝

水时#可根据条件利用自然空气冷却#强制空气冷却或水冷却装置#见图 ,,"

-.冷却片/0.气液分离器/,.冷却用风机/1.冷却水/

!.隔热材料/$.冷冻剂/2.不冻液

图 ,, 常用的几种除湿器

3+ 对水分干扰测定的监测仪器#应采用冷冻液或其他型式冷却装置进行除湿#冷冻温度应使气

样中水分不结冰"
4+ 也可使用干燥剂或其他方式除湿"
5+ 除湿装置的设计6选定#应使除湿装置除湿后气体中污染物的损失不大于 !7"
8+ 除湿时#如能使通过除湿器气样中的水气含量保持恒定#其对测量值的影响经测定得出后#可

作为常数进行修正#以减少水气对测定值干扰所产生的误差"
&’(’9 吸收瓶

根据待测污染物不同可选用图 ,1所列几种吸收瓶"

:*+多孔玻板吸收瓶 :3+大型气泡吸收瓶 :4+冲击式吸收瓶

图 ,1 常用的几种吸收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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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孔筛板吸收瓶#鼓泡要均匀$在流量为 %&’()*+,时$其阻力应在 ’-%&./0!#
1" 冲击瓶#应按图 23尺寸加工#
4" 采用标准磨口$应严密不漏气#
5" 连接嘴应作成球形或锥形#

6&7&8 吸附管

!" 吸附剂$可根据被测污染物性质选用硅胶9活性炭9或高分子多孔微球等颗粒状吸附剂#
1" 吸附管内吸附剂填充要紧密$不得松动或有隙流$采样前后$吸附管两端要密封#
4" 吸附剂填充柱长度$应根据被测污染物浓度$采样时间确定#

6&7&: 流量计量装置

用于控制和计量采样流量$主要部件应包括;
!" 干燥器#为了保护流量计和抽气泵$并使气体干燥#干燥器容积应不少于 <%%*($干燥剂可

用变色硅胶或其他相应的干燥剂#
1" 温度计#测量通过转子流量计或累积流量计的气体温度$可用水银温度计或其他型式温度计$

其精确度应不低于 <&’=$温度范围>?%@A%B$最小分度值应不大于 <B#
4" 真空压力表#测量通过转子流量计或累积流量计气体压力$其精确度应不低于 3=#
5" 转子流量计#控制和计量采气流量$当用多孔筛板吸收瓶时$流量范围为 %@?&’()*+,$当

用其他型式吸收瓶时$流量计流量范围要与吸收瓶最佳采样流量相匹配$精确度应不低于 <&’=#
C" 累积流量计#用以计量总的采气体积$精确度应不低于 <&’=#
D" 流量调节装置#用针形阀或其他相应阀门调节采样流量$流量波动应保持在-?%=以内#

6&7&E 抽气泵

采样动力$可用隔膜泵或旋片式抽气泵$抽气能力应能克服烟道及采样系统阻力#当流量计量装

置放在抽气泵出口端时$抽气泵应不漏气#
6&7&F 采样用真空瓶

用硬质玻璃或不与待测物质起化学反应的金属材料制作$容积为 <($结构见图 2’#

G!"真空瓶 G1"注射器

图 2’ 真空瓶和注射器

6&7&6 采样用注射器

用硬质玻璃制作$容积为 ?%%或 <%%*($最小分度值 ?*($结构见图 2’#
6&7&HI 仪器法采样装置的其他部件

!" 滤膜#为了保护仪器和抽气泵不被污染$可在分析仪入口装置滤纸9微孔滤膜或玻璃纤维滤

膜以去除气样中尘粒$所用滤料应不吸收亦不与待测污染物起化学反应#
1" 干燥剂和去除干扰物质#为防止水分或其他干扰成分对测定结果影响$所用干燥剂或去除干

扰物质应不影响待测物质的测量精度#
4" 当抽气泵装在仪器入口一侧时$要使用无油9不漏气的隔膜泵$制作泵的材料应不吸收亦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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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待测物质起化学反应!
"# 校正用气体!采用已知浓度的标准气体$高浓度应在量程 %&’()*’$中浓度 *&’(+&’$

零气应小于 &,-*’!
.# 测量仪器性能$仪器的灵敏度$精确度等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或经有关部门认可!

/,0 安装及采样

/,0,1 使用吸收瓶或吸附管采样系统时

/,0,1,1 采样管的准备与安装

2# 清洗采样管$使用前清洗采样管内部$干燥后再用!
3# 更换滤料$当充填无碱玻璃棉或其他滤料时$充填长度为 -&(4&55!
6# 采样管插入烟道近中心位置$进口与排气流动方向成直角$如用 3型采样管$其斜切口应背

向气流!
"# 采样管固定在采样孔上$应不漏气!
.# 在不采样时$采样孔要用管堵或法兰封闭!

/,0,1,7 吸收瓶或吸附管与采样管8流量计量箱的连接

2# 吸收瓶8吸收液与吸收瓶贮存$按实验室化学分析操作要求进行准备$并用记号笔记上顺序号!
3# 按图 -%所示用连接管将采样管8吸收瓶或吸附管8流量计量箱和抽气泵连接$连接管应尽

可能短!
6# 采样管与吸收瓶和流量计量箱连接$应使用球形接头或锥形接头连接!
"# 准备一定量的吸收瓶$各装入规定量的吸收液$其中两个作为旁路吸收瓶使用!
.# 为防止吸收瓶磨口处漏气$可以用硅密封脂涂抹!
9# 吸收瓶和旁路吸收瓶在入口处$用玻璃三通阀连接!
:# 吸收瓶或吸附管应尽量靠近采样管出口处$当吸收液温度较高而对吸收效率有影响时$应将

吸收瓶放入冷水槽内冷却!
;# 采样管出口至吸收瓶或吸附管之间连接管要用保温材料保温$当管线长时$须采取加热保温

措施!
<# 当用活性炭8高分子多孔微球作吸附剂时$如烟气中水分含量体积百分数=>’$为了减少烟

气中水分对吸附剂吸附性能的影响$应在吸附管前串一硅胶干燥管!硅胶吸附的被测污染物含量$应

计入到样品中去!
/,0,1,? 漏气试验

2# 将各部件按图 -%连接!
3# 关上采样管出口三通阀$打开抽气泵抽气$使真空压力表负压上升到 @>AB2$并闭抽气泵一

侧阀门$如压力计压力在 @5<C内下降不超过 &,@*AB2$则视为系统不漏气!
6# 如发现漏气$要重新检查8安装$再次检漏$确认系统不漏气后方可采样!

/,0,1,0 采样操作

2# 预热采样管!打开采样管加热电源$将采样管加热到所需温度!
3# 置换吸收瓶前采样管路内的空气!正式采样前令排气通过旁路吸收瓶$采样 *5<C$将吸收

瓶前管路内的空气置换干净!
6# 采样!接通采样管路$调节采样流量至所需流量$采样期间应保持流量恒定$波动应不大于

D@&’!
"# 采样时间!视待测污染物浓度而定$但每个样品采样时间一般不少于 @&5<C!
.# 采样结束!切断采样管至吸收瓶之间气路$防止烟道负压将吸收液与空气抽入采样管!
9# 样品贮存!采集的样品应放在不与被测物产生化学反应的玻璃或其他容器内$容器要密封并

注明样品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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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时应详细记录采样时工况条件&环境条件和样品采集数据’
!"#"$"( 采样后应再次进行漏气检查&如发现漏气&应重新取样’
!"#"$") 样品分析 在样品贮存过程中&如污染物浓度随时间衰减时&应在现场随时进行分析’
!"#"* 使用真空瓶或注射器采样时

!"#"*"$ 真空瓶+注射器安装

,- 真空瓶与注射器在安装前要进行漏气检查’
. 真空瓶漏气检查&将真空瓶与真空压力表连接&抽气减压到绝对压力为 /"0012,&放置 /3后&

如果瓶内绝对压力不超过 4"5512,&则视为不漏气’
6 注射器漏气检查&用水将注射器活栓润湿后&吸入空气至刻度 /78处&用橡皮帽堵严进气孔&反

复把活栓推进拉出几次&如活栓每次都回到原来的位置&可视为不漏气’
9- 在真空瓶内放入适量的吸收液&用真空泵将真空瓶减压&直至吸收液沸腾&关闭旋塞&采样

前用真空压力计测量并记下真空瓶内绝对压力’
:- 取 /;;<=的洗涤瓶&内装洗涤液&如待测气体系酸性&则装入 ><?@7=氢氧化钠溶液&如

系碱性用 0<?@7=硫酸溶液洗涤气体’
A- 真空瓶或注射器与其他部件连接&使用球形或锥形接头连接’
B- 将真空瓶或注射器按图 4C和 0;所示连接&真空瓶与注射器要尽量靠近采样管’
D- 采样系统漏气检查&堵死采样管出口端连接管&打开抽气泵抽气&至真空压力表压力升到

/012,时&关上抽气泵一侧阀门&如压力表压力在 /<EF内下降不超过 ;"/>12,&则视为系统不漏气’
!"#"*"* 采样

,- 采样前&打开抽气泵以 /=7<EF流量抽气约 ><EF&置换采样系统的空气’
9- 打开真空瓶旋塞&使气体进入真空瓶&然后关闭旋塞&将真空瓶取下’使用注射器采样时&

打开注射器阀门&抽动活栓&将气样一次抽入预定刻度&关闭注射器进口阀门&取下注射器倒立存放’
:- 采样时记下采样的工况&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力’

!"#"G 使用仪器连续采样时

!"#"G"$ 准备和安装

,- 采样管的准备和安装同 C"8"/"/’
9- 校正气体阀&在采样管出口与除湿器前装置三通阀&与校正气体连接’
:- 除湿器准备和安装

. 根据所用仪器除湿要求将选用的除湿器连接到采样系统中&除湿器尽量靠近采样管出口’
6 冷却管必须垂直安装&当用冷却盘管时&盘管要有一定坡度&使冷凝水能迅速排出’
H 为使冷凝水能迅速完全地从气样中分离出来&应在气液分离管下方安装带有水封的回水器&当

用泵连续排除冷凝水时&也可以不使用水封回水器’
I 气液分离管应装在低于所有连接管的位置和温度最低的部位’
A- 连接管准备与安装

. 连接管尺寸’一般应不小于 5<<&管线要尽可能短&当必须使用长管线时&应选用无接头长

管&并注意防止样气中水分冷凝&必要时应对管线加热’
6 连接管与其他部件连接&应采用法兰或球形接头连接’
B- 干燥剂和去除干扰物质

. 为防止干燥剂和去除干扰物质的微粒进入监测仪器&应在干燥剂和去除干扰物质溶器的出口放

置滤膜或相当的滤料’
6 使用干燥剂和去除干扰物质时&要掌握其有效时间&以便及时更换’
D- 监测仪器准备与安装

. 尽可能安装在采样地点&以减少管线长度对测试结果造成的滞后影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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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长时间连续监测"仪器应放置在空气清洁的室内或专用箱中"要便于检查和维修"当仪器

放置在气温低于 #$的环境时"应有加热措施"防止出现冷凝水或结冰%
&’ 系统漏气检查

( 采样系统连接后应进行漏气检查"方法同 )*+*,*-%
! 对不适于较高减压或增压的监测仪器"使用下列方法进行检查.堵住进气口"打开抽气泵抽气"

/012内流量示值降至 #时"可视为不漏气%
3*4*5*6 采样

7’ 按仪器要求的流量"调节采样流量%
8’ 采样开始"由于需要置换管路中空气和用样气洗涤与饱和滤料"应过 -#9:#012后再读数"

测试仪如无数据自动记录和打印装置"应根据测定时间长短"定时记录测试结果%
;’ 采样时"记下环境温度<大气压力和工况运行条件%

=> 采样体积计算

=>*= 使用转子流量计时的体积计算

=>*=*= 当转子流量计前装有干燥器时"标准状态下干排气采气体积按 ?/,’式计算.

@2AB#*/CDEF
G7HIF

JKA ?/C-HLFM ’NL ?/,’OOOOOOOOOOOO

式中.@2APP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QR
DEFPP采样流量"QS012R

JKAPP干排气气体分子量"T&ST0UVR

IFPP转子流量计前气体压力"W7R

LFPP转子流量计前气体温度"$R

LPP采样时间"012%
=>*=*6 当被测气体的干气体分子量近似于空气时"标准状态下干气体体积按 ?//’式计算

@2AB#*#XDEF
G7HIF
/C-HLM F

NL ?//’OOOOOOOOOOOOO

=>*6 使用干式累积流量计时的体积计算

使用干式累积流量计"流量计前装有干燥器"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按 ?/-’式计算

@2ABY ?@/Z@,’ /C-
/C-HLAN

G7HIA
,#,-## ?/-’OOOOOOOOOOO

式中.@,"@/PP采样前后累积流量计的读数"QR
LAPP流量计前气体温度"$R

IAPP流量计前气体压力"W7R

YPP流量计的修正系数%
=>*5 使用注射器采样时的体积计算

使用注射器采样时"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按 ?/+’式计算.

@2AB@[ /C-
/C-HL[N

G7ZI[\
,#,-## ?/+’OOOOOOOOOOOOO

式中.@[PP室温下注射器采样体积"QR
L[PP室温"$R

I[\PP在 L[时饱和水蒸气压力"W7%
=>*4 使用真空瓶采样时的体积计算

使用真空瓶采样时"标准状态下干采气体积按式 ?/X’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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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12/’

.3’.34
*+,125 63 %*7)888888888

式中9!&::真空瓶容积;<=
!(::吸收液容积;<=

./::采样后放置至室温;真空瓶内压力;>?=

2/::测 ./时的室温;@=

.3::采样前真空瓶内压力;>?=

23::测 .3时的室温;@=

./0::在 2/时的饱和水蒸气压力;>?=

.30::在 23时和饱和水蒸气压力;>?A
注9被吸收液吸收的样品;由于体积很小而忽略不计A

BB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浓度和排放率的计算

BBCB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浓度的计算A
BBCBCB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的浓度按式 %*D)计算9

EF3$ G!"#H(-
D %*D)8888888888888888

式中9EF3::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浓度;IJKI,=
G::采样所得的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量;J=
!"#::标准状态下干采样体积;<A

BBCBCL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的平均浓度按式 %*+)计算9

EF$
M
N

3$(
EF3

N %*+)88888888888888888

式中9EF::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的平均浓度;IJKI,=
N::采集的样品数A

BBCBCO 定点采样时;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的平均浓度按式 %*P)计算9

EF$
EF(!(Q(1EF*!*Q*881EFN!NQN

!(Q(1!*Q*81!NQN %*P)88888888888

式中9 EF::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的平均浓度;IJKI,=
EF(;EF*;8EFN::各采样点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浓度;IJKI,=

!(;!*8!N::各采样点排气流速;IKR=

Q(;Q*8QN::各采样点所代表的面积;I*A
BBCBCS 周期性变化的生产设备;若需确定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则按式 %*T)计算9

EF$
EF(2(1EF*2*81EFN2N

2(12*812N %*T)88888888888888

式中9 EF::时间加权平均浓度;IJKI,=
EF(;EF*;8EFN::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在 2(;2*82N时段内的浓度;IJKI,=

2(;2*82N::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浓度为 EF(;EF*;8EFN时的时间段;IU"A
BBCL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折算排放浓度的计算

BBCLCB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折算排放浓度按式 %,-)计算9

E$EFVWFW %,-)88888888888888888

式中9E::折算成过量空气系数为 W时的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浓度;IJK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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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实测浓度$%&’%()
*"##在测点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有关排放标准中规定的过量空气系数+

,,-. 过量空气系数的计算

*/ 01
012340

5(167777777777777777

或

*/ 01

01289
3402:-;3<4

1::2 5340=3<40=3<46

5(0677777777777

式中>340?3<40?3<4##排气中氧?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的体积百分数+
,,-@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率的计算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率按式 5((6计算>

A/!"BCDEF1:2G 5((6777777777777777
式中>A##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率$H&’I)

CDE##标准状态下干排气流量$%(’I$见 8-G-0-0条的公式 5186+

,J 仪器的校正

,J-, 测定仪器应定期送有关计量检定单位检定+
,J-J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下列仪器至少每半年自行校正一次+
,J-J-, 排气温度测量仪表

用标准水银温度计或用冰点和水的沸点校正+对测量温度超过 K::L的温度计$可用经过计量部门

校准的热电偶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校正+
,J-J-J M型皮托管

如出厂时已经校正$使用时不需要再行校正+如使用中测量端损坏或变形$检修后$应送有关计

量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校正+
,J-J-. 斜管微压计+用精确度为 :-0NO的补偿式微压计校正+
,J-J-@ 空盒大气压力计+用水银大气压力计校正+
,J-J-P 真空压力表或压力计$用 Q型水银压力计或精确度不低于 :-;R真空压力表或压力计校正+
,J-J-S 转子流量计

可用经计量部门检定$作为校准用的转子流量计$湿式气体流量计或皂膜流量计校正+最好在气

温为 0:L左右的实验室内进行+校正点应不少于 ;个流量值+
,J-J-S-, 用转子流量计校正

仪器的连接顺序如下>被校转子流量计$温度计$Q型压力计$校准流量计$流量控制阀$真空泵+
开动真空泵$运行 1;%TE后$使设备处于正常?稳定状态$然后进行校正+记下被校流量计?校

准流量计的瞬时流量?相应的气温和压力$然后按式 5(K6和 5(;6计算出被校流量计和校准流量计

在温度为 0:L$压力为 1:1(::NO条件下的换算流量 CUD和 C"VD$并求出 CUD于 C"VD的比值 WVX+

CUD/:-:;KCU
YO=ZU
08(=[\ U

5(K677777777777777

C"VD/:-:;KC"V
YO

08(=[\ V
5(;677777777777777

WVX/
CUD
C"VD 5(G677777777777777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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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校准流量计的流量读数%&’()*+
",-$$被校流量计的流量读数%&’()*+

"#.%",-.$$校准流量计和被校流量计换算成 /01%20230045条件下的流量%&’()*+
65$$大气压力%45+
7#$$校准流量计前的压力%45+
8#$$校准流量计前的气温%1+
8-$$校正室的气温%1+
9-:$$转子流量计的校正系数;

以 ",-.值为横坐标%9-:为纵坐标%用最小二乘方法求出表明二者关系的回归直线;或按下面的简

化的计算方法%求出 9-:的平均值 9-;

9-<
=
>

:<2
9-:

> ?3@ABBBBBBBBBBBBBBBBB

式中!9-$$平均校正系数+
>$$校正点数目;

CDEDEFED 用湿式流量计校正

被校转子流量计和湿式流量计均置于无油抽气泵的正压端%其连接顺序为!抽气泵 ?作鼓气用A%
温度计%G型压力计%转子流量计%湿式气体流量计;

湿式流量计的换算流量按式 ?3HA计算!

"I.<
9IJKI
8 J /L3

/@3M8IJ
65M7IN7IO
202300 ?3HABBBBBBBBBBB

转子流量计的换算流量 ",-.的计算方法见式 ?3PA
转子流量计的校正系数按式 ?3LA计算!

9-:<
"I.
",-. ?3LABBBBBBBBBBBBBBBBB

式中!"I.$$湿式流量计换算成 /01%20230045条件下的流量%&’()*+
KI$$湿式流量计在 8期间的排气体积%&+

8$$湿式流量计的计量时间%()*+
65$$大气压力%45+
7I$$湿式流量计压力表指示压力%45+
7IO$$温度为 8I 时饱和水蒸气的压力%45+
8I$$湿式流量计指示的气温%1+
9I$$湿式气体流量计的校正系数+
9-:$$转子流量计的校正系数;

CDEDEFEQ 用皂膜流量计校正

被校转子流量计和皂膜流量计均置于无油抽气泵的正压端%其连接顺序为!抽气泵 ?作鼓气用A%
温度计%G型压力计%转子流量计%皂膜流量计;

皂膜流量计的标态流量按式 ?R0A计算!

"S.<
KS
8J

/L3
/@3M8SJ

65N7SO
202300 ?R0ABBBBBBBBBBBBB

转子流量计的标态流量 ",-.计算见式 ?3PA
转子流量计的校正系数按式 ?R2A计算!

9-:<
"S.
",-. ?R2ABBBBBBBBBBBBBBBBB

R3

TU’V CFCWX$CYYF



式中!"#$%%皂膜流量计换算成 &’()*’*+’’,-条件下的流量)./0123
4#%%皂膜流量计上5下两刻度间的体积).3

6%%皂膜由下刻度上升到上刻度间的时间)0123
6#%%校正室气温)(3

7#8%%根据室温 6#查得饱和水蒸气压力),-3
9:;:;< 干式累积流量计

用标定过的湿式气体流量计校准=干式累积流量计和湿式气体流量计均放在无油抽气泵 >最好是

隔膜泵?的正压端=其连接顺序为!抽气泵 >作鼓气用?)温度计)压力计)干式累积流量计)湿式气

体流量计=
干式累积流量计的校正系数 @AB和平均校正系数 @A按式 >C&?和式 >C+?计算=

@ABD
@EF4E
4A F&G+H6A&G+H6EF

I-H7EJ7E8?
>I-H7A? >C&?KKKKKKKKKK

@AD
L
M

BD*
@AB

M >C+?KKKKKKKKKKKKKKKK

式中!@E%%湿式气体流量计的校正系数3
4E%%湿式气体流量计的计量体积).3

4A%%干式累计流量计的计量体积).3

I-%%大气压力),-3

7A%%干式累积流量计的压力),-3

7E%%湿式气体流量计的压力),-3

7E8%%温度为 6E 时饱和水蒸气压力),-3

6A%%干式累积流量计前的气温)(3

6E%%湿式气体流量计的气温)(3

@AB%%干式气体流量计的校正系数3

@A%%干式气体流量计的平均校正系数3

N%%校正点数=
9:;:;O 采样管加热温度

将进入采样管的气体温度加热到经常要测的排气温度)以常用的采样流量抽气)在不同的温度调

节下)用热电偶温度计或其他相当的温度计测量采样管出口气体温度)以校正采样管的加热温度)如

采样管出口装有温度指示仪表)则不需要进行校正=
9:;:;P 分析天平=用标准砝码校正=
9:;:;9Q 采样嘴=用精度为 ’;’R00卡尺测量其内径)取三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R+

ST/U 9V9W<%9PP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