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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序言  

ISO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标准机构联合会（国际标准化（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标准机构联合会（国际标准化

组织成员机构）组织成员机构）。。国际标准的筹备工作通常是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进国际标准的筹备工作通常是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进

行。行。对于每个成员机构感兴趣的主题，对于每个成员机构感兴趣的主题，将建立一个有权代表该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将建立一个有权代表该委员会的技术委员

会。会。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相联系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相联系的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参加其中的工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参加其中的工作。

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IEC）在所有涉及电工标准化问题上开展密）在所有涉及电工标准化问题上开展密

切合作。切合作。  

国际化标准将遵循国际化标准将遵循 ISO/IECISO/IEC的第三部分的指令起草。的第三部分的指令起草。  

技术委员会起草的国际标准草案将散发给成员机构进行表决。技术委员会起草的国际标准草案将散发给成员机构进行表决。出版一份国际出版一份国际

标准要求经过至少标准要求经过至少 7575％的成员机构投票批准。％的成员机构投票批准。  

请注意：本文的一些内容可能是专利权的保护对象。国际标准化组织不负责请注意：本文的一些内容可能是专利权的保护对象。国际标准化组织不负责

对部分或所有这种专利权进行确认。对部分或所有这种专利权进行确认。  

国际标准国际标准 ISO 8573-4 ISO 8573-4 由技术委员会由技术委员会 ISO/TC 118ISO/TC 118制定，包含：压缩机，气动制定，包含：压缩机，气动

工具，气动机械，小组委员会工具，气动机械，小组委员会 SC4SC4，压缩气体质量。，压缩气体质量。  

ISO 8573ISO 8573包含以下部分，总标题为：包含以下部分，总标题为：压缩空气压缩空气  

  

第一部分：污染物及纯度分级第一部分：污染物及纯度分级  

第二部分：悬浮油含量的试验方法第二部分：悬浮油含量的试验方法  

第三部分：湿度测量的试验方法第三部分：湿度测量的试验方法  

第四部分：固体颗粒物含量的试验方法第四部分：固体颗粒物含量的试验方法  

第五部分：油蒸汽及有机溶剂含量的测定第五部分：油蒸汽及有机溶剂含量的测定  

第六部分：气体污染物含量的测定第六部分：气体污染物含量的测定  

第七部分：活微生物杂质含量的试验方法第七部分：活微生物杂质含量的试验方法  

第八部分：采用质量浓度法测定固体颗粒物含量的试验方法第八部分：采用质量浓度法测定固体颗粒物含量的试验方法  

第九部分：液态水含量的试验方法第九部分：液态水含量的试验方法  

  

ISO 8573ISO 8573的附件的附件 AA和和 BB仅供参考。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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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压缩空气—  

第第 44部分：固体颗粒含量的试验方法部分：固体颗粒含量的试验方法  

  

1. 1. 范围范围  

对于压缩空气，确定其固体颗粒物浓度（表现为每个尺寸等级中固体颗粒物对于压缩空气，确定其固体颗粒物浓度（表现为每个尺寸等级中固体颗粒物

的数量）的数量）的方法中，的方法中，ISO 8573ISO 8573这一部分提供了一个选择合适方法的指南。这一部分提供了一个选择合适方法的指南。这一部这一部

分给出了不同方法的缺点和局限性。分给出了不同方法的缺点和局限性。  

ISO ISO 85738573 这一部分给出了取样技术和基于颗粒统计的测量方法，描述了评这一部分给出了取样技术和基于颗粒统计的测量方法，描述了评

估、不确定性考虑以及空气纯度参数和固体颗粒物报告。估、不确定性考虑以及空气纯度参数和固体颗粒物报告。  

注释注释 11：：ISO 8573ISO 8573这一部分所描述的试验方法适用于确定这一部分所描述的试验方法适用于确定 ISO 8573-1ISO 8573-1部分的部分的

纯度分级。纯度分级。  

注释注释 22：采用质量浓度法来测定的颗粒物含量在：采用质量浓度法来测定的颗粒物含量在 ISO 8573-8ISO 8573-8中给出。中给出。  

  

2. 2. 规范参考规范参考  

本文制定的条款和参考文献包含了以下标准文档中的条款。本文制定的条款和参考文献包含了以下标准文档中的条款。对于注明日期的对于注明日期的

参考文献，后继的修正或校订版本都不适用。然而，基于参考文献，后继的修正或校订版本都不适用。然而，基于 ISO ISO 85738573 这一部分的这一部分的

协议各方应积极调查研究采用下面标准文档的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协议各方应积极调查研究采用下面标准文档的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对于未注明日对于未注明日

期的参考文献，期的参考文献，建议采用该标准文档的最新版本。建议采用该标准文档的最新版本。ISOISO和和 IECIEC成员保留当前有效成员保留当前有效

的国际标准的记录。的国际标准的记录。  

ISO 1217ISO 1217，容积式压缩机—验收试验，容积式压缩机—验收试验  

ISO 3857-1ISO 3857-1，压缩机，气动工具和机械—词汇表—第，压缩机，气动工具和机械—词汇表—第 11部分：概述部分：概述  

ISO ISO 5167-15167-1，用插入圆截面管道中的压差装置测量流体流量—第，用插入圆截面管道中的压差装置测量流体流量—第 11部分：节部分：节

流孔板、喷嘴和文杜利喷嘴、文杜利管。流孔板、喷嘴和文杜利喷嘴、文杜利管。  

ISO 5598ISO 5598，液压驱动系统及元件—词汇表，液压驱动系统及元件—词汇表  

  

3. 3. 条款和定义条款和定义  

对于对于 ISO 8573ISO 8573这一部分，采用了这一部分，采用了 ISO 5598ISO 5598、、ISO 3857-1ISO 3857-1以及以及 ISO 1217ISO 1217中给中给

出的条款和定义。出的条款和定义。  

3.1 3.1 固体颗粒固体颗粒  

固体形态的离散物质固体形态的离散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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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微生物颗粒微生物颗粒  

拥有能形成活菌单元的能力的固体颗粒拥有能形成活菌单元的能力的固体颗粒  

3.3 3.3 气动颗粒直径气动颗粒直径  

在平静大气中，和当前温度、压力和相对湿度条件下，由于重力作用，有相在平静大气中，和当前温度、压力和相对湿度条件下，由于重力作用，有相

同沉淀速度、密度为同沉淀速度、密度为 1g/cm31g/cm3的球的直径。的球的直径。  

  

4. 4. 单位单位  

对于对于 ISO 8573ISO 8573这一部分，采用了下面的非首选单位：这一部分，采用了下面的非首选单位：  

1bar=100 000Pa 1bar=100 000Pa 

1l(litre)=0.001m3 1l(litre)=0.001m3 

bar(e)=bar(e)=有效压力有效压力  

  

5. 5. 颗粒分类颗粒分类  

5.15.1  固体颗粒固体颗粒  

固体颗粒通过它们的形状、尺寸和硬度来加以表征。固体颗粒包含微生物单固体颗粒通过它们的形状、尺寸和硬度来加以表征。固体颗粒包含微生物单

元。元。ISO 8573ISO 8573这一部分的微生物颗粒的参考文献确定了会出现何种问题能够对从这一部分的微生物颗粒的参考文献确定了会出现何种问题能够对从

微生物颗粒中鉴别出非微生物颗粒产生影响，以及何时使用微生物颗粒中鉴别出非微生物颗粒产生影响，以及何时使用 ISO ISO 85738573 或或 ISO ISO 

8573-78573-7部分。部分。  

必须排除液体对颗粒尺寸和数量的影响以保证得到一正确的读数。必须排除液体对颗粒尺寸和数量的影响以保证得到一正确的读数。  

当选择一个试验方法时，应对水及其他液体的影响加以适当考虑。当选择一个试验方法时，应对水及其他液体的影响加以适当考虑。  

为了从微生物颗粒中鉴别出非微生物颗粒，为了从微生物颗粒中鉴别出非微生物颗粒，必须在必须在 44个小时的期限内进行测个小时的期限内进行测

量。量。  

5.25.2  微生物颗粒微生物颗粒  

应采用应采用 ISO 8573ISO 8573这一部分在一样品中进行微生物颗粒数量的统计。这一部分在一样品中进行微生物颗粒数量的统计。用于进行用于进行

颗粒计数的方法是不能直接识别出微生物颗粒的，因此，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颗粒计数的方法是不能直接识别出微生物颗粒的，因此，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

应采用应采用 ISO 8573ISO 8573以确定这些微生物颗粒的生存能力。以确定这些微生物颗粒的生存能力。  

5.35.3  气动颗粒直径气动颗粒直径  

气动颗粒直径是一个密度的函数。对于气动颗粒直径是一个密度的函数。对于 ISO ISO 85738573 这一部分中给出的试验方这一部分中给出的试验方

法，假定固体颗粒具有均衡分布密度。法，假定固体颗粒具有均衡分布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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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方法选择方法选择  

所选择的方法取决于压缩空气中固体颗粒的浓度范围和尺寸。所选择的方法取决于压缩空气中固体颗粒的浓度范围和尺寸。对于样品中可对于样品中可

能存在的颗粒浓度范围和尺寸，表能存在的颗粒浓度范围和尺寸，表 11给出了最合适的选择方法。给出了最合适的选择方法。  

对应一测量方法所使用的特殊测量设备必须经设备生产产家检验。对应一测量方法所使用的特殊测量设备必须经设备生产产家检验。  

表表 1. 1. 方法选择指南方法选择指南  

方法方法  
适用浓度范围适用浓度范围  

适用固体颗粒直径适用固体颗粒直径  

D D 

μμm m 

颗粒颗粒/m/m33  ≦≦0.10 0.10   0.5 0.5   1 1       ≦≦5 5 

激光颗粒计数器激光颗粒计数器  0-100-1055  ||——————————————| | 

凝结核计数器（凝结核计数器（CNCCNC））  101022-10-1088  ||——————————| | 

差动迁移率分析仪（差动迁移率分析仪（DMADMA））  不适用不适用  ||————————————| | 

扫描式电移动微粒分析仪（扫描式电移动微粒分析仪（SMPSSMPS））  101022-10-1088  ||————————————| | 

采用显微镜的膜表面取样采用显微镜的膜表面取样  0-100-1033                ||——————————————| | 

  

7. 7. 取样技术取样技术  

7.1 7.1 概述概述  

依据所使用的设备，可以在大气压力或者环境压力条件下进行固体颗粒测依据所使用的设备，可以在大气压力或者环境压力条件下进行固体颗粒测

量。测量可以在部分流或全流中进行。量。测量可以在部分流或全流中进行。  

aa）全流）全流——总空气流取样总空气流取样  

bb）部分流）部分流——从一定百分比的空气流中取样从一定百分比的空气流中取样  

如果颗粒直径大于如果颗粒直径大于 11μμmm，则取样为同流态的。，则取样为同流态的。  

  

7.2 7.2 完全流取样完全流取样  

7.2.1 7.2.1 概述概述  

对于采用物理方法进行的全流取样，如果颗粒直径大于对于采用物理方法进行的全流取样，如果颗粒直径大于 0.50.5μμmm，则需使用一，则需使用一

栅格膜。栅格膜。  

这里给出的具体方法可以在稳态流速中进行大气粉尘的取样和分析，这里给出的具体方法可以在稳态流速中进行大气粉尘的取样和分析，同时允同时允

许在压缩空气系统中对颗粒进行量化和定径。许在压缩空气系统中对颗粒进行量化和定径。  

空气流借助一适当的管线阀门通过试验设备，该试验设备已经事先检查过，空气流借助一适当的管线阀门通过试验设备，该试验设备已经事先检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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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其不会对现有的浓度产生影响。以保证其不会对现有的浓度产生影响。  

对于试验设备的清洁度必须特别注意，采用其他的预防措施，比如：阀门清对于试验设备的清洁度必须特别注意，采用其他的预防措施，比如：阀门清

洗，恒常试验条件的稳定性。洗，恒常试验条件的稳定性。  

在有气体泄漏的地方，则需采用一定措施以保证系统压力保持不变。在有气体泄漏的地方，则需采用一定措施以保证系统压力保持不变。  

温度和速度范围应控制在设备生产产家标定的范围内。温度和速度范围应控制在设备生产产家标定的范围内。  

采用这一方法，所有的气流都需通过取样设备。采用这一方法，所有的气流都需通过取样设备。  

7.2.2 7.2.2 取样设备取样设备  

全流取样应只采用栅格膜进行。全流取样应只采用栅格膜进行。  

对于全流取样，其试验设备的通常布置如图对于全流取样，其试验设备的通常布置如图 11所示。试验设备不影响收集的所示。试验设备不影响收集的

样品，这一点非常重要。样品，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试验器械是便携式时，可以选择不同的试验场所，只要状态参数不超限，当试验器械是便携式时，可以选择不同的试验场所，只要状态参数不超限，

并且有合适的阀门可以将试验设备插入已有的回路中就可以进行。并且有合适的阀门可以将试验设备插入已有的回路中就可以进行。  

  

图例：图例：  

1.1.处理器来流方向处理器来流方向                                              2.2.全流截断阀门全流截断阀门  

3.3.薄膜夹具薄膜夹具                                                          4.4.减压薄膜夹具导向器减压薄膜夹具导向器  

5.5.温度指示器温度指示器                                                      6.6.压力指示器压力指示器  

7.7.流量测试设备流量测试设备                                                  8.8.通向大气或处理器通向大气或处理器  

9.9.可选分路可选分路  

A.ISO5167-1A.ISO5167-1给出的截断阀门到大气的最小距离给出的截断阀门到大气的最小距离  

图图 1. 1. 全流取样试验设备全流取样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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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3 等动力取样等动力取样  

7.3.1 7.3.1 概述概述  

虽然近似的等动力条件可以实现，但精确的等动力取样对于小颗粒（小于虽然近似的等动力条件可以实现，但精确的等动力取样对于小颗粒（小于

11μμmm）不一定是必须的。）不一定是必须的。  

等动力取样设备必须具备下列特征：等动力取样设备必须具备下列特征：  

aa）探针距离上游弯头或节流口最小距离应大于）探针距离上游弯头或节流口最小距离应大于 1010倍管径，距离下游弯头或倍管径，距离下游弯头或

节流口最小距离应大于节流口最小距离应大于 33倍管径。倍管径。  

bb））探针的尺寸不能影响气流，探针的尺寸不能影响气流，为此喷嘴的形状和构造可以进行一定变化为此喷嘴的形状和构造可以进行一定变化（见（见

7.3.37.3.3部分）部分）  

cc）探针内表面上的碰撞必须考虑。）探针内表面上的碰撞必须考虑。  

dd））主气流中要求满足湍流条件主气流中要求满足湍流条件（雷诺数（雷诺数 ReRe大于大于 40004000））。。在通常工业使用中，在通常工业使用中，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则压缩空气处于湍流状态：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则压缩空气处于湍流状态：  

2020
DD

QQ ³³   

其中，其中，  

Q Q 是管流速，单位为是管流速，单位为 litre/litre/秒（在参考条件）；秒（在参考条件）；  

D D 是真实压缩空气管径，单位为毫米。是真实压缩空气管径，单位为毫米。  

注释：在指定的试验条件下，没有必要用取样探针沿着管径方向进行完全扫注释：在指定的试验条件下，没有必要用取样探针沿着管径方向进行完全扫

描。描。  

  

7.3.27.3.2等动力取样设备布置等动力取样设备布置  

在被研究的压缩空气系统的插入点位置上，在被研究的压缩空气系统的插入点位置上，等动力取样探针的构成形式如图等动力取样探针的构成形式如图

22所示。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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