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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废止专业标准和清理整顿后应转化的闰家标准的通知》（质技监督

局标函(1998)216一号）要求，建设部对19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复建设部归［C-1的国家标准转化为行业

标准项目及1992年以前建设部批准发布的产品标准项日进行了清理、整顿和审核 建设部以建标

(1999)151号文《关于公布建设部产．钻标准清理整顿结果的通知卜对GB 6168---85((层流洁净＿1二作台检

验标准》子以确认、发布，新编号为JG !"1. 19一1999,

    为便于标准的实施，现仅对原标准的封面、首页、朽肩线L方表述进行相应修改，并增加本说明后重

新印刷，原标准版本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

层流洁净工作台检验标准

Test standard for laminar clean bench

JG/T 19--1999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层流洁净工作台。其他局部净化设备可参照本标准进行检验。

术语

1.1 局部净化设备

    是使在特定的局部空间的空气含尘浓度达到每升空气中妻0. 5 Im的粒子数镇3. 5粒的空气洁净

度等级的设备称局部净化设备。它是由高效空气过滤器等组成的净化机组，如洁净工作台、洁净干燥箱、

洁净层流罩、洁净自净器等。

1.2 气溶胶

    是由悬浮在气体中的固体或液体微粒所组成的悬浮体系。

2 技术要求

2.1 检漏

    洁净工作台安装后必须经受气溶胶的泄漏检验和诱入检验。按照3.1.1.2进行试验时，缝隙下游侧

浓度超过上游侧浓度的0.0100，则视为有明显泄漏。

2.2 操作区洁净度

    按照3.2进行测试，其洁净度）0. 5 um粒子必须<-3. 5粒/I-，不准许有）5 jAm粒子。

2.3 风速

    按照3.3进行测试时、操作区平均风速应在0. 3̂-0.6 m/s范围内。如有特殊要求，由用户与厂家另

行商订。每个测点应在平均风速的士20％范围内。

2.4 噪声

    按3. 5进行测试，噪声不得超过65 dB(A声级），如有特殊要求由用户与厂家商订。

2.5 振动

    按3.6进行测试，操作台三个轴向（x.y.Z)振幅均不得超过5 pm。如有特殊要求，用户与厂家另行

商订。

2.6 照明

    按3. 7进行测试，操作台面平均照度不得小于300 lx。光线应均匀、柔和，避免眩光。如有特殊要求

由用户与厂家另行商订。

2.7 构造

2.7.1 洁净工作台板壁表面不得生锈和剥落。对操作台面有耐酸耐腐蚀要求时，应采用耐酸材料或不

锈钢材料。

2.7.2 所配用的高效空气过滤器应是经测试合格的。在一般空气环境中使用不应变质和腐蚀。

2.7.3 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安装密封垫，要注意选用不易老化的材料，以免引起泄漏，并应易于维护和更

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1999-06-04批准 1999-06-04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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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各部件配合紧凑合理牢靠，各门板、护板、盖板的边缘及缝隙不均匀度应符合机械装配要求。

2.7.5 螺钉螺帽应无锈蚀、滑丝现象，螺钉开日槽应无裂11伤痕。

2.7．6 机箱焊接应符合一般焊接通用技术条件的要求，不得有烧穿、漏孔、裂缝等缺陷。

2.7.7 当洁净工作台在产生易燃易爆物质的房间中运行时，风机和电气设备均应为防爆性或设有防电

火花措施 。

2.7.8 当洁净工作台在酸、有机溶刘、生物粒子等情况下进行操作时，其构造必须是能把含有这些污物

的空气直接或经处理后排出室外。

2.8 电气系统

2.8.， 绝缘阻抗

    按3. 8进行绝缘测试，其绝缘电阻应在2 MS2以上。

2.8.2 耐电压

    按3.9进行耐电压测试时不得有击穿和闪络现象。

2.8.3 电器装配要求

2.8.31 电气系统的主要部件按现行国家标准和机械工业部标准来配置。主要部件的安装应不遮挡或

扰乱工作区内的气流并使洁净工作台运行安个可靠。

2.83.2 电动机选择应符合CTB 755- 81《电机 基本技术要求》。

2.8-3.3 照明宜选用荧光灯。荧光灯座和起辉器的选择应符合GB 1312-77((荧光灯座和起辉器座》标

准。

2.8-3.4 开关和指示灯应设置在操作人员容易操作和观察的地方。应符合GB 4053.3- -83((电工成套

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标准。

2.8.35 选用导线应符合有关规定。

28.3.6 电气系统应根据负荷大小装保险丝或熔断器。电气系统的主要部件及净化设备的壳体应可靠

接地。

28.3.7 电气系统的接线图应贴在洁净工作台I几。

2.8.38 电气元件、部件、接插件应装配牢靠，布线合理、整齐、焊点光滑，无虚焊，无错焊。

3 检验方法

3.1 检漏

    检漏包括泄漏测试和诱人测试。泄漏是指高效空气过滤器＿I几游侧气溶胶，未经过滤，通过过滤器孔

洞或安装不严形成的缝隙漏至过滤器下游侧的现象；诱人是指洁净工作台箱体外的气溶胶，通过箱体缝

隙或操作门而诱导进人操作区的现象（见图1,图2)0

3.1.1 泄漏测试

11.1. 1 仪器

    采用检漏装置或同类型仪表。具性能要求：

    a． 多分散DOP气溶胶（冷烟）发生器，其浓度通常达80̂-100 jig/1.;

    b． 光度计、其对Do p气溶胶（冷烟）浓度的测量范围为。. 001～  100 Ftg/1, o

3.11.2 测试方法

    向高效空气过滤器上游侧发DOP气溶胶（冷烟），同时用检漏装置的采样器在下游侧距高效空气过

滤器出日约2.5 cm处进行扫描巡检 采样量为47.2x10 'm丫sC28. 3 L/min)，巡检速度镇5 cm/so当

下游侧浓度'a I.游侧浓度的比大于。. () t％时，则认为有明显泄漏，应进行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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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诱入的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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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气溶胶泄漏和诱人到水平层流洁净工作台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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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气溶胶泄漏和诱人到垂直层流洁净工作台的示意图

3.1.2 诱人测试

3}1}2}1 仪器

    与3.1.1.1相同。

3.1.2.2 测试方法

    在洁净工作台箱体连结缝外侧和操作口边缘外侧所毗连的周围环境中，发DOP气溶胶（冷烟）然后

用采样器在连结缝内侧和操作口边缘内侧巡检。

    a． 缝隙诱人测试

    水平层流洁净工作台，应在距操作区壁面3 cm,距接缝5 cm的下游处；而垂直层流洁净工作台，应

在距操作口上挡板内表面5 cm,距高效空气过滤器出「1或整流格板表面10 cm处进行巡检。当检漏仪

（光度计）的读值超过台外读值的0.01％时，则确认有气溶胶诱人（见图3、图4)。必须进行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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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外部诱人测试（操作口边缘）

    水平层流洁净工作台，应在距开n处边缘往甩5 cm，距壁内表面3 c: m处（见图5)；而垂直层流洁净

工作台，应在距前挡板下边缘往上5 cm，距前挡板内表面3 cm处以及距台面回风栅板边缘往里10 cm,

距回风栅板往f: 5 cm处（见图6)进行巡检。当检漏仪（光度计）读值超过台外读值的。.01％时，则确认

有气溶胶诱人。

    该项外部诱人测试仅适用新产品检测。

3.2 洁净度

二〕

通过缝隙诱入的气溶胶

图3 气溶胶通过水平层流洁净工作台缝隙诱人测点位置的示意图

                      n -   roil宁价w , i{tC检谏彦 5 cm/s以 下

通过缝隙诱
入 的气溶胶

图4 气溶胶通过垂直层流洁净＿1＿作台缝隙诱入测点位置的示意图

JC一 测点位置．巡检速度 5 cm /s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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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诱入的气溶胶

气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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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

图5 气溶胶从水平层流洁净工作台外部诱入测点位置的示意图

X-－一 测点位置，巡检速度 5 cm/s以下

                  图 6 气溶胶从垂直层流洁净工作台外部诱入测点位置的示意图

                          1一可动挡板;2一静压箱体：3 高效空气过滤器；4一回风栅板；

                              5 测点位置，巡检速度5 cm/、以下；6 操作台前沿

3.2.1 仪器

    尘埃粒子计数器。

3.2.2 测试方法

3.2.2.1 进行洁净度测试时，吸风口处的气溶胶浓度（对于}0. 5 Jim的粒子）不得小于35 000粒／Le

当吸风口处不能满足上述指标时，宜在洁净工作台吸风口处发多分散DOP气溶胶。

3.2-2.2 当吸风口处的气溶胶浓度达到稳定条件下，在距主过滤器或整流格栅出口250 mm的平行断

面的中心处（垂直层流洁净工作台距操作台面250 mm的中心处）连续测试5次，求其平均值。

3.2-2.3 操作区气溶胶浓度测试尽量采用大流量（47.2 X 10 "' m3/s C28.3 L/min)）尘埃粒子计数器，

也可采用小流量尘埃粒子计数器，但采样量不得小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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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洁净工作台吸风口处的气溶胶浓度测试，需要在测试洁净工作台操作区气溶胶浓度的时间内

进行，要测5次以上。

3.2.2.5 当测试时有梦5拼m粒子出现时，应进行多次采样，当其多次出现时，才认为该测试数值是可

靠的。

3.2.3

式中：

可比r'.作环境条件下的操作区气溶胶浓度计算：

                  （一：一〔 ．．．．．．．．．．⋯⋯，，，·。·．．·．，一 （1）

3.2.4

C一 操作区对比气溶胶浓度(==0. 5 ram) ,粒/1J;

C— 洁净工作台吸风口处）0. 5 tm的r=}溶胶浓度平均值，粒/1.;

〔： 洁净工作台操作区要0.5rim的气溶胶浓度平均值，粒八；

C(, 可比＿f-作环境中的）0. 5 Fcm的气溶胶浓度，取值为35 000粒／/L,

  使用条件下操作区的洁净度

    洁净工作台在使用条件下，不沦其使用环境中的含尘浓度是多少，要按有关规定进行测试，并按操

作区气溶胶的实测浓度来评价操作区的洁净度。

3.3 风速

3. 3门 仪器

    采用便携式热球电风速计或便携式热敏电阻恒温风速计测试，所选用的仪器其误差不大于被测量

的士1000，风速计应按说明书中的要求进行标定。

3.3.2 测试方法

3.3.2.1 把在主过滤器或扩散板下游10 cm处的平面的面积分成不得少于十二等分的面积，各面积中

心点即为风速测点（见图7)。但各测点间距不应大于25 cm ,

只 0 0 cf"

0 0 0 0

0 0 0 0

测点

                                      图 7 风速测点布置图

3.3.2.2 将各测点风速值计算出截面风速算术平均佰。风速和风速均匀率应达到2. 3中的规定。风速

均匀率按下式计算：

V,e,、小
      V平

VI.
  一七x 100％ ．．．．⋯⋯ 。二。。．⋯ 。。····。⋯ （2）

式中： 尸— 一风速均匀率，写；

    V,、小 截而风速最人（小）值,IIIJti;

      V平— 截A风速算术平均值,m/S a

3.4 终负荷条件F的风速测试

    当主过滤器阻力增加到约初阻力（即［作台设计风速下的阻力）二倍后，要求洁净工作台操作区平

均风速不得小于03m/s o该项测试适用丁新产品。

3.4.1 仪器及设备

3.4.1.1 风速计按 3.3.1规定选用

3.4.1.2 倾斜式微压计，精度应不低于1级，标定应按JJ<* 172--- 76《倾斜式微仄计检定规程》进行。

3.4.1.3 阻尼挡板采用冷轧碳素钢板，其尺寸大小为该洁净工作台上安装的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尺寸



JG/T 19-1999

（长x宽）。将挡板均匀钻孔，使钻孔的挡板阻力加上高效过滤器的阻力约为高效过滤器的终阻力值（即

终阻力达到初阻力的二倍值）。亦可采用其他材料做的阻尼层。

3.4.2 测试方法

    在洁净工作台的高效过滤器前、后处接人微压计。在紧贴高效过滤器的上风侧装上钻孔的挡板（挡

板开孔加工面的反面应对着上风侧），安装时应注意严密。

    按 3. 3. 2的测试方法，测定洁净工作台操作区的风速。使平均风速应在所规定最小风速的土］10％以

内。

3.5 噪声

3.5. 1 仪器

    采用声级计。仪器标定后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35.2 测试方法

35.2.1 洁净工作台的噪声测点应布置在1＿作台中心，距台面前沿20 cm处，高度为110 cm（相当操

作人员坐着的耳部位置），如图8。其他局部净化设备的噪声测点应布置在距设备主要表面几何中心的

水平距离100 cm，高度为150 cm处。‘宜四面各测定一次，取四点算术平均值，如图9.

E0N一

1／46 1/46

单人洁净工作台噪声

  fi」点布置平面图

            双人洁净工作台噪声

              测点布置平面图

图8 洁净工作台噪声测点布置图
                                  1)

洁净工作台噪声

测点布置立面图

                              Chi 9 局部净化设备噪声测点布置平面图

15.2.2 局部净化设备应在正常运行条件下，测定A声级及倍频程值。倍频程的中心频率范围为63-

8 000 Hz。对于出厂产品或现场检验（即维修后的设备）仅测试A声级值，对于新产品还应测试噪声倍频

程值。

3.5.2.3 测试噪声的环境宜在室内比较开阔的、较硬实反射地面上进行测量。传声器附近1 m的范围

内，不应有其他反射物。设备操作区开「J处，若设有挡板应全部开启，特别注意避免气流产生的风压、电

磁场、振动等给测量带来的影响。

3.5-2.4 当实测噪声值与背景噪声值的差值。大于或等于10 dB(A声级）时，表示实测噪声值有效；为

6̂-9 dB(A声级）时，应将实测噪声值结果减去1 dB；为4̂-5 dB时，应减 2 dB；当小于3 dB时，则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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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

3.5-2. 5 测定洁净工作台的A声级值应达到2.4中的规定。

I6 振动

3.6.1 仪器

    应是具有2---500 Hz的振动频率，位移为。. 1 Ium-l. 5 mm，加速度为0. Olg--log的振动分析计。

仪器校准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3.6.2 测试方法

3.6-2.1 当洁净工作台在正常运行条件 1̀，将振动分析计的拾振器置于操作面的儿何中心处。测出x,

Y,Z一个轴向的总振幅值。

3.6-2.2 被测试的洁净＿I，作台应放置在振动比较小的地面I一进行。在测试过程中应避免周围环境的影

响。

3.6-2.3 二个轴向的振幅值均应达到2.5中的规定。

I7 照明

3.7.1 仪器

    采用携带式照度计，应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校准。

3.7.2 测试方法

    测点布置在洁净工作台横向的中心线上，均匀布置二点，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洁净工作台的照度。其

照度应达到2.6中的规定。

3.8 绝缘阻抗

3.8.1 仪器

    采用500 V的兆欧表。

3.8.2 测试方法

    参照GB 998-67《低压电器基本试验方法》和111 617-65《低压配电屏技术条件》标准。测量电器及

接线部分对工作台金属结构之间的绝缘电阻。

I9 耐电压测试

    参照J H 617----65有关规定，将工作台的电器绝缘部分加1 000 v工频持续1 min，查有无击穿和闪

络现象。

4 检验报告的编写

41 各项检验应按下列表格进行检测记录和整理。

    表1 洁净工作台铭牌登记表；

    表2 洁净度实测记录表；

    表3 风速实测记录表；

    表4 噪声实测记录表；

    表5 振动实测记录表；

    表6 照度实测记录表。

4.2 对特殊测试项目，可根据具体情况按需要进行并记录和整理。

                                  表 1 洁净工作台铭牌令记表

名 称 洁净度等级 外形尺寸

长）成宽x高

        Illn l

型 号

电机

      一

功率，kW

制造厂 I 转速,r/min
电源（相） 重最.kg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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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洁净度实测记录表

  钡1点位置

操作区中央处

                      一
                                        一

测试次数
气溶胶浓度，粒／I

备 注
李0．5拜m ）5拼m

1

2

3

4

5

平均
鴴l

吸风口

1

2

3

4

乃

平均

仪器型号 室温，C

采样率，1／nl，：飞 相对湿度，％

采样时间．min 测试日期

采样量，L 视（试者

表 3 风速实测记录表

测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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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噪声实测记录表

测 点

高度，m 距离，m

A声级

  dB

倍频带声压级，dB

63 125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8 000

背景噪声

1

2

3

4

n

平均值

仪器型号 测定者 日期

表5 振动实测记录表

测定次数
振幅，fpm

备 注
X Y Z

仪器型号 测定者 日 期

表6 照度实测记录表

测定次数
照度，lx

备 注
1 2 3 平均

仪器型号 测定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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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本标准用词说明

    （补充件）

A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1 正面词采用“必须”。

2 反面词采用“严禁”。

月
卫

．．

月
．

．

A

A

A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1 正面词采用“应”。

2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门
／
﹂

0

乙

A

A

A3 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1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2 反面词采用“不宜”。

q
d

勺
」

A

A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提出，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空气调节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贵文、施能树、王君山、朱培康、魏贻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