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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本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二批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 （修〉订

计划的通知》［国能科技（2011) 252 号］的要求安排制订的。

近年来，粉末树脂覆盖过滤器及管式过滤器在高参数大容量机组的凝结水精处理系统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绕线式滤元作为过滤器的核心元件，其产品质量对过滤器的运行效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

规范绕线式滤元的产品质量，统一其验收标准，特制定本验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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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凝结水精处理用绕线式滤元验收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发电厂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用绕线式滤元质量验收的基本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发电厂凝结水精处瞅绕哺案树朋路边滤器及管式过滤器用绕线式滤元的质量
验收。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萨区国在业、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4 仅忌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仲， 费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乖夜件。

GB厅 6903 锅炉吨k和冷却水分析方法通则 I ‘ 

GB/T 14041.l 事压卢芯第 1 部分：结构完整性验证和机冒泡点的确定
DL厅 5068 朵白舟吨厂化学设计技术规和 I 

B厅7川 俨甜压液体过滤滤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利是只~用于本标准。

3.1 ’ 
绕线式滤元a wov nd filter elemen 

3.2 在均匀开孔营上，以特定方式缠严颗丽耐m。

骨架开孔率 sblefon percentage, of open area 

3.3 骨架上液体流起毗'J\JL总面积与科外表面积之比，用司分数（%〉 萨。

绕线有机物；容出量 ’ρ电甲ics dissolved value of thread , 

在规定的温度和时问飞制导下咀 单位质量的滤元绕线在水中溶出的看机物 生，单位为微克／（克 · 时）
[ µg/ Cg · h ）］。

脚t …ratio --÷/ 3.4 

3.5 

过滤器上游〈滤前〉与下游呼声、县战出甘沂蒙尺寸颗粒的数量之比，用β表示。
[JB厅 7218-2004，定义 3.1 J 

过滤精度 filtration accuracy 

滤元初次使用时，平均过滤比等于 5 所对应的颗粒尺寸，单位为微米（µm）。

4 验收内容与要求

4.1 外观

4.1.1 表面应清洁、平整，绕线间隙应均匀，不应有明显的乱线、接头、凸起等缺陷。绕线式滤元外观

示意见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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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 端盖不应发生损坏或永久性变形。

图 1 绕线式滤元外观示意图

4.2 尺寸和形位偏差

4.2.1 滤元外形尺寸及偏差应符合表 l 的规定。

表 1 滤元尺寸及偏差表

项目名称 t主度 L 外径D

尺寸
1778 50.0 

目im

偏差 4，今43 y＇吨’~：mm 

4.2.2 滤元轴线与端面垂直度偏差应小于 2mm。

4.2. 3 滤元骨架尺寸及偏差应符合表2 的规定。

表 2 滤元骨架尺寸及偏差表

项目名称
骨架外径 孔直径

壁厚
d且 di 

尺寸
30.0 3.0 0.8 

mm 

偏差 t:2.; 创l ：：，呻叶，，lI 
mm 

4.3 骨架

4.3.1 应清除毛刺、飞边和焊瘤，焊缝应牢固，并修整平滑。 骨架的毛面应面向绕线。

4.3.2 骨架及其金属零件（包括端盖、螺杆、螺母等）的材质耐蚀性能不应低于 S30403 。

4.3.3 小孔的排列直采用 60。错排方式。

4.3.4 开孔率直为 36%±3%，计算方法见公式（ l ): 

0.907d~ 
＝一~×100%

T~ 

、、
』
，，

-
EEE· ，

，
‘
、

式中：

P一一开孔率，%：

4一一孔直径， mm;

T－一相邻孔的中心距， mm.
4.3.5 骨架上应有防止绕线滑动的凸台， 高度宜为 0.3mm。凸台在骨架展开面上的位置见图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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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绕线缠绕段的顶部应有端盖。

4.3.7 骨架应采用螺旋式卷制。

图 2 骨架展开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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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8 底部接口的螺纹规格应为 M33× 1.5 ， 其长度 ＜L1 ） 不宜小于 25mm，顶部螺杆的螺纹规格应为
M8× 1.25，其长度（Lz）不直小于 35mm。

4.3.9 滤元通量宜为： 8m3/ (m2 • h)~10m3/ (m2 • h ）。

4.4 绕线有机物溶出量
. 70℃条件下，绕线有机物溶出量应小于 8µg/ (g. h）。

4.5 结构完整性
滤元结构完整性验证的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产品制造商指定的初始冒泡压力值下，滤元外表面应无成串连续的气泡冒出。过滤精度为
Sµm 的绕线式滤元，初始冒泡压力应大于800Pa。

b) 群泡压力与初始冒泡压力的差值应小于初始冒泡压力的 10%。

注：按照规定试验方法进行，当滤元表面出现第一串连续气泡时，继续对滤元内部缓慢加压，当滤元表面有4 处出

现连续气泡时，记录此时的空气压力值，即为群泡压力．

4.6 过滤精度
滤元的过滤精度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不同类型的过滤器在不同运行工况下滤元过滤精度的

推荐值见表 3.

序号

2 

5 验收方法

5.1 抽样

过滤器类型

管式过滤器

粉末树脂覆盖过滤器

表 3 滤元过滤精度推荐值

运行工况
推荐值
阳n

启动时 10 

正常运行时 5 

启动及正常运行时 5 

每根滤元出厂前应检验外观质量，其他项目应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按批抽样检验，抽样率宜为 0.1%,

受检产品每批不足 1000 根时应按 1 根抽检。

5.2 检测项目和方法
绕线式滤元的检测项目和方法应符合表4 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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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绕线式滤元检测项目与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测试方法

外观 目测

2 尺寸 用游标卡尺、钢卷尺测盐

3 形位偏差 用游标卡尺、直角尺测量

4 开孔率 用游标卡尺测量，按公式（ 1) 计算

5 绕线有机物溶出量 按附录A的方法进行

6 结构完整性 放 GBIT 1 404 1.l 的规定进行

7 过滤精度 按附录B 的方法进行

注 l：“ D. ＂ 为必检项口；“ J ”为口J选择的检测项日 ．

注 2：不具备检测条件的项 FL 1业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6 验收程序

绕线式滤元的验收应按图 3 所示程序进行。

7 标识、包装、 运输及储存

7.1 包装与标识

生产商提供滤元产
品及tUJa检测报告

图 3 洁、元验收程序示意图

7.1.1 滤元的出厂包装应保证在正常的运输中不致损坏。

生产商检验 电厂验收检验

!::, !::, 

!::, !::, 

!::, !::, 

!::, !::, 

!::, ,,/ 

!::, !::, 

!::, ./ 

7.1.2 每根滤元两端的螺纹应用橡胶套等措施加以保护。 每根滤元应用透明塑料袋封装，并标明产品名

称、型号、 过滤精度及制造商名称等。

7.1.3 每 12 根滤元应采用一个纸箱封装。

7.1.4 每 28 个～32 个纸箱应用木质箱防湿封装。 木箱外表面应标明下列内容：

一一制造商名称及厂址；

一一产品名称与型号：

一一出厂日期：

一一产品数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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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防潮”、“小心轻放”等字样或图形标识。

7.2 运输、储存

7.2.1 滤元应用厢式或遮莲运输， 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注意防止碰撞、颠簸、抛掷、草压和潮湿。

7.2.2 滤元应在通风、干燥、清洁、无腐蚀性气体的库房内储存。

7.3 随机文件
产品应提供检测报告、说明书等文件。

NHHUTJU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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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绕线有机物溶出量测定方法

A.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滤元绕线有机物溶出量的测定。

A.2 测定原理

将定量的绕线样品浸入一定容积的纯水中，在试验温度下’国温一定时间后，取出样品用纯水反复冲

洗绕线样品。重新将样品浸入相同体积的纯水中，在该温度下继续恒温一定时间后，测定此时浸泡液的．

TOC 含量，通过计算得到单位质量的绕线在单位时间里的 TOC 含量，即绕线有机物溶出量。

A.3 仪器及设备

A.3.1 恒温水浴振荡器：最高温度 100℃，控温精度±1℃。

A.3.2 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波长范围， 190nm～lIOOnm。

A.3.3 TOC 分析仪。

A.3.4 烘箱z 最高温度 100℃，控温精度±1℃。

A.3.5 锥形瓶： 250mL。

A.3.6 分析天平：感量 O.lmg，最大称量 200g.

A.4 操作步骤

A.4.1 称取 1.0g （准确至 O.lmg）绕线样品 Cm），加入 GB/T6903 规定的一级试剂水浸泡 2h 后反复冲

洗，在 60℃ ±I'C下烘干后备用。

A.4.2 将样品置于 250mL锥形瓶中，加入 lOOmL 一级试剂水，盖好塞子。

A.4.3 将锥形瓶放入恒温水浴振荡器中，设置温度为 70℃士1℃，恒温振荡 48h 后，取出样品用一级试

剂水反复冲洗 3 次。

A.4.4 再次将样品置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入 100.00mL 一级试剂水，盖好塞子〈用空白样做对比〉，

在 70'C 士 l℃条件下，恒温振荡 12h 后，测定此时样品瓶和空白样中液体的 TOC。
注：空白样是指量取 100.00rnL 一级试剂水，注入 250rnL 锥形瓶中，盖好塞子，与样品瓶一同在 70℃士1℃条件下，

恒温振荡 12h.

A.5 结果计算

绕线有机物溶出值按公式（A.l) 计算。
hu nu nE2 nu

-,
i 

-
A-x 

x
-nv 

、
，
，
－n
u

白
－
0

’
空
－l

qA

-x 
--
m 

T

一

，
，E
、
，

Q (A.I) 

式中：

Q一一有机物溶出值， µg/ (g • h); 

T一一样品瓶中液体的 TOC 值， µg/L;

T空白一－空白样中液体的 TOC 值， µg/L;

m一一样品质量， 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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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过洁、精度测定方法

B. 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绕线式滤元过滤精度的测定。

B.2 测定原理

模拟滤元在精处理系统中的实际工作状况，将颗粒污染物不断地从外界加入，使污染物浓度稳定在

一定范围内，滤元不断滤除其中部分颗粒污染物，而未被滤除的颗粒在系统内循环并多次通过滤元。循

环过程中，测定不同尺寸颗粒的过滤比，通过计算得到滤元的过滤精度。

B.3 仪器及设备

B.3.1 试验系统z
试验系统原理如图 B.l 所示。

比』 6 6 比』」」

1一水箱： 2一泵； 3一流量计： 4一被测滤元样品： 5一压力表：

6一在线颗粒计数仪t 7一搅拌器； 8一污染物添加装直

图 B.1 试验系统原理示意图

B.3.2 试验污染物： ISO 12103-A3 试验粉未或颗粒尺寸稳定分布的粉末。

B.3.3 试验液：经过过滤的水，要求水中不得有 5µm 以上的颗粒， 5阳以下（含 5µm）的颗粒数应小

于等于 5 个／mL。

B.3.4 在线颗粒计数仪t 测量范围，却m～750µm.

B.3.5 分析天平：感量 O.lmg，最大称量 200g.

B.3.6 超声波清洗器。

B.4 操作步骤

B.4.1 将滤元样品装入壳体内，给水箱注入试验液，启动泵，使系统充满试验液。

B.4.2 调整泵流量至试验所需流量，冲洗系统， 用在线颗粒计数仪测定滤前水中颗粒物含量， 直至含量
等于试验液本底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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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配制浓度为 lOmg/L 的颗粒污染物， 在超声波清洗器中超声分散。

B.4.4 启动搅拌器， 将颗粒污染物注入水箱，使滤前颗粒污染物含量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在稳定范围

内（ ± 15%） 。

B.4.5 循环一定的时间，待过滤前后在线颗粒计数仪读数稳定后，开始读数。 每 lmin 记录 1 次数据填

写至表 B.l 中 ， 连续记录 15 次。

B.5 结果计算

B.5.1 用公式 CB. I ）计算每次计数时对颗粒尺寸为X的过滤比。

/Jx,1 ＝~ 
式中：

f3x. t一一第 t 次计数时， 颗粒尺寸为X的过滤比：

N.1,x,1－第 t 次计数时，过滤前颗粒尺寸大于X的颗粒数， 个／mL;

Nd,x, r一一第 t次计数时，过滤后颗粒尺寸大于X的颗粒数，个／mL。

B.5.2 用公式 C B.2）、（ B.3 ）计算整个试验过滤前后平均颗粒数。

_ L Nu,x.I 
Nu x ＝ 」三L一一一一

n 

L N«.x.i 
Na x = .i.三L一一一一

n 

式中 ：

Nu, x 一一整个试验中，过滤前颗粒尺寸大于X的平均颗粒数，个／mL;

N«. x 一一整个试验中，过波：后颗粒尺寸大于X的平均颗粒数， 个／mL;

n 一一测定次数。

B.5.3 用公式 CB.4）计算总的平均过滤比。

-;:; Nu.x .. -
,- x Nd x 

式中：

βx －一颗粒尺寸为X的平均过滤比。

CB.I ) 

CB.2) 

( B.3 ) 

CB.4 ) 

B.5.4 采用内插值法，用公式 CB.5）计算平均过滤比为 5 的颗粒尺寸， 此颗粒尺寸为该滤元的过滤精度。

8 

X一 （X1 -X~） x 1£flx ) X . - .. 
lg（βx, I βx) ' 

式中 t

x一－平均过滤比为 5 所对应的颗粒尺寸， µm ;

/Jx， 一一测试结果中在小于 5 的范围内最接近 5 的平均过滤比；

/Jx2 一一测试结果中在大于 5 的范围内最接近 5 的平均过滤比：

x，一－Px1 所对应的颗粒尺寸值， µm;
X2一一βx2所对应的颗粒尺寸值， µm。

注 l ： 内插值法， 即在过滤比与颗粒尺寸的对数关系图上，在相邻两点连接直线上做插入法计算。

( B.5) 

注 2： 当滤元样品无法用内插法求得平均过滤比为5所对应的颗粒尺寸时，可给出该滤元对特定颗粒尺寸的过滤效率。



B.6 试验数据表

按表 B. l 的内容填写试验数据。

产品型号

测定次数

2 I 

3 

4 

5 

15 

取样位E

过滤前

过滤后

过滤前

过滤后

过滤前

过滤后平地

表 B. 1 过洁、精度检测试验数据表

试验流盘

d >Xi µm Iβ I d >X2µm Iβ 下7习如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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