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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自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OBIT 3917.3 ：：；，~ 

GB厅 6719

GB 13223 ’ 

OBIT 16157 

火电厂袋式除尘器运行维护导则

、二步严。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职物撕破性能第 3 部分：梯冉式样撕阳

市技术要求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栩如来样方法
器术语

GB 26164.1 

DL厅 387

DL厅 l 121 

HI厅 325

JB 8471 

JB厅 10921

3 术语和定义

3.1 

3.3 
预涂灰 pre-coating 

DL/T 1371 - 2014 

在运行前，采用粉煤灰、石灰石粉或熟石灰对滤袋进行涂灰，使其表面附着一定的粉尘层。

3.4 

气布比 gas-to-cloth ratio 

在工况条件下， 单位时间内单位有效过滤面积上处理含尘气体量， m3/ Cm2 •min）。

4 袋式除尘器的基本要求

4.1 袋式除尘器的选型应按照 DL厅 387 的规定执行。

4.2 袋式除尘器出口烟尘浓度应满足 GB 1322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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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袋式除尘器应具有预涂灰装置系统。在除尘器安装完毕的冷态试运行时，应对预涂灰装置进行现场

调整和预涂灰。若设有紧急喷雾降温系统，热态试运行时，应做喷雾降温效果试验。

4.4 滤袋材质选型。

4.4.1 火电厂袋式除尘器宣选用滤料参见附录 A.

4.4.2 滤袋材质和适用工况参见附录B。

4.4.3 滤料材质应同时满足下列运行要求：
a) 烟气温度应大于酸露点温度 (15～20）℃，但不应高于允许长期运行温度，参见附录B。

b) 烟气温度达到瞬时运行温度时，每次持续时间不得超过 lOm血， 一天不可超过一次，年累计时
间不可超过 50h。

4.4.4 滤料在满足附录B 及 4.4.3 运行要求前提下，使用寿命不应低于 3 年。

4.5 除尘器气布比推荐值见表 1.

表 1 气布比推荐值

气布比的推荐值

序号
锅炉类型或

湾灰方式 滤料 m3/ (m2 •min) 
工艺条件

含尘量2巧Og/m3 含尘量＜50g/m3

PPS 

2 PPS/PPS 

3 PPSffF 

4 PPS+PIIPPS ....____ 
5 脉冲消灰 PPS+PI!fF 

6 煤粉锅炉 TF.汀F

7 TF+PI!fF 

8 TF+PPS厅F

一
9 PPS+TFffF 
一

IO 
大气 〈净烟
气） 反吹 - 

II 脉冲清灰 一
一 循环流化床锅炉 大气（净烟

12 
气〉反吹 - 

配套使用于干法及
13 半平法脱硫后续 脉冲消灰

工艺

注 1 ： 在干法及半干法脱破后不宜使用大气〈烟气） 反吹袋式除尘器。

注 2： 烟气循环流化床干法脱硫后， 逃用袋式除尘器宜降低过滤风速。

5 袋式除尘器的检查和验收

5.1 滤袋的检查验收

5.1.1 滤袋应符合 GB/T 6719 的要求。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8 0.8~ 1.0 

0.5~ 0.7 

0.5~ 0.8 0.8~ 1.0 

0.5~ 0.7 

0.5~ 0.8 0.8~ 1.0 

5.1.2 应对滤袋外观检查，滤袋应无破损、无划刻痕、无污染，袋头应无变形，滤袋应干爽、清洁。

5.1.3 应检查滤袋的尺寸，圆形滤袋半周长、长度极限偏差应符合表2和表 3 的规定。 异形滤袋形态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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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2 圆形滤袋半周长偏差的极限

滤袋直径D 半周长偏差限值

mm mm 

120~ 180 +Lo 

+1.5 
200~ 230 

-LO 

+2.0 
250~300 

-1.0 

表 3 圆形滤袋长度极眼偏差

最大长度L 偏差
自卫n m盯1

4000 +15 

8000 +25 

10 000 +30 

表 4 异形滤袋形态偏差

滤袋内周长 滤袋内周长偏差 最大长度 滤袋长度偏差
mm 自立n 红卫n 口un

+6 
+1s <500 <6000 

-2 

+6 
<500 

-2 

+s 
~6000 +zo 500~ 1000 

-3 

>1000 
+10 
-4 

5.1.4 缝制滤袋的技术要求。

5.1.4.1 滤袋缝纫线材质应与滤袋材质相同，或采用性能优于原材质的缝纫线，滤袋缝纫线的强度应大

于 27N, PTFE 缝纫线强度应大于 35N。

5.1.4.2 袋身缝合宽度宜为 13mm～15mm，针距每 dm 宜为 25 针～35 针。

5.1.4.3 不得连续跳针，且单道缝线 Im 内跳线不应超过 1 针、两道以上缝线 Im 内跳线不应超过 l 针。

出现跳针时，应采取补救措施。多道缝线间应平行，间距相近，应无浮线，不得掉道。

5.1.4.4 采用热熔法缝制时，不应出现烫痕。

5.1.5 新滤袋检测。
新滤袋应由取得中国计量认证 CCMA）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资质

的第二方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及方法应符合附录C 的规定。

5.2 滤袋框架的检查验收

滤袋框架应无脱焊、毛刺、变形，应测量框架的长度和外周长，应测量滤袋框架横、竖筋的直径，

滤袋框架应符合 HJ/T 325 的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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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花板孔的检查验收
应检查花板孔的外观，花板孔内边应洁净，无毛刺，无变形：应测量花板孔的直径和厚度，花板孔

的直径允许偏差值应为±0.2mm， 花板厚度允许偏差值应为 Omm～0.2mm.

5.4 滤袋、 框架和花板孔尺寸配合要求

5.4.1 滤袋与花板孔连接处不应有缝隙。
5.4.2 滤袋与框架之间安装尺寸应匹配，滤袋与框架配合应符合表 5 和表 6 的要求。

类型

聚四氟乙烯类

非聚四氟乙烯类

滤袋口径

160 

150 

140 

130 

120 

5.5 喷吹机构的检查验收

表 5 滤袋与框架配合度

袋底距袋笼底部距离

25士5

表 6 常见滤袋花板孔框架口径配合

花板孔口

167.5 

157.5 

147.5 

137.5 

127.5 

5.5.1 袋式除尘器喷吹机构应符合 JB厅 10921 的规定。

袋身距竖筋平均距离

3~ 5 

4~6 

框架口径

155 

145 

135 

125 

115 

自un

mm 

5.5.2 气包输出管口与脉冲阀接触部位应平整、光滑、无毛刺，不得平移和歪斜。稳压气包和喷吹管与
上箱体组装时，喷吹管与花板应平行，喷嘴的中心线应与花板孔中心线重合，位置偏差应小于 2mm，喷

嘴中心线与花板垂直度偏差应小于 5。。

5.5.3 回转反吹袋式除尘器的旋臂应旋转灵活，喷嘴滑套托板应紧贴花板，滑动自如。回转顶盖应回转
灵活，回转后应复回原位。

5.5.4 在保证装置气密性的前提下，应按规定进行喷吹试验，每一个阀正常连续动作不得少于 10 次。

喷吹管应固定牢固， 脉冲喷吹时位置偏差应小于 2mm。

5.6 自动控制系统的检查验收
5.6.1 袋式除尘器的控制系统应符合 DL厅 112 1 、 mrr 10921 的规定。

5.6.2 袋式除尘器的控制系统应监测下列内容：

a) 除尘器进、出口压差显示及超标报警；

b) 挡板门状态及故障报警；

c) 除尘器烟气温度显示及超标报瞥；

d) 烟气含氧量及含氧量超标报警：

e) 烟气 S02、 NOx含量显示：

f) 除尘器口烟尘浓度显示及超标报警：

g) 清灰气源压力显示及超标报警；

h ) 脉冲间喷吹间隔、顺序显示：

i ) 灰斗料位报警；

j ) 灰斗温度、加热系统状态及故障报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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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输灰系统状态及故障报警；

l ) 空压机或罗茨风机电流显示及超标报警。

5.6.3 袋式除尘器的控制系统应选择下列内容监测：

a ) 烟气流量；

b ) 除尘器进、出口烟气湿度显示及超标报警：

c ) 紧急喷雾降温系统给水压力、气压及流量。

5.7 严密及完整性验收

5. 7.1 框架安装应完整，不应存在框架脱节『温鹉疆战漏装的现象。

5.7.2 应用手电照射对滤袋框架内 接邂特检查，滤袋内部应呢也物存在，同时光线应能直达框架底盖，

框架应无变形。 ~ -----. 飞

5 . 7.3 从灰斗观察滤袋的嚼， 不应撤袋与滤袋、滤袋辑也之间问碰撞或接触，对有偏斜、间距
过小的滤袋应进行调整。 ，， a / .. 

… ·- .. ι ＿GI筒，「、‘、
5. 7.4 应采用荧光粉检蠕噩结遗珩下列检查： 、 、

a ) 除尘器本体提纯妇但为荧光粉投料口，关闭清及手、统， 以设讯!'A盘棋荧光粉按滤袋过滤面积

3g/m2～哈哈归量投入除尘器： 川 \ 飞
b ) 保持风tJ1府拨喔行 20min 以上，关闭风机； . I 飞

c) 抽取一绿渥辑舱查，确保荧光粉均匀附着到滤袋衰面； 飞

d ) 紫外光食费喳净气室所有焊缝＋塑~~血握在他业圃， 发现漏点必魂一－la行处理；

e) 漏点姻自宪宇 ， 应进行二次荧光粉检漏． 川 ’ ' 

5.8 袋式除尘~~7... f热态调试试运转

5.8.2 试验期P

计算烟气流量，

5 . 8 . 3 应对底部

的要求。

式中：

II云行前应进行冷态、

σ一一断面气流速度相对均方根值；
n一一测量断面上的测点总数：

问一一每个测点测出的气流速度， mis;

合同规定时

合同未规定时

σ习7骂（平；

百一一测量断面各坝lj点气流速度算术平均值， mis .

6 袋式除尘器的运行管理

6.1 袋式除尘器的试运行条件

指标

达到合同规定值

~0.22 

( I ) 

6.1.1 袋式除尘器本体应安装完毕， 安装质量应符合要求， 脚手架应拆除完毕， 现场应整洁， 照明应充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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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袋式除尘器外观应完整，烟道连接应完好，袋式除尘器内部应无杂物，保温层应完整，平台、楼

梯、照明应完好。

6.1.3 袋式除尘器通道进、出口挡板应完好，动作校验确认正常。

6.1.4 袋式除尘器本体内应确认元人、无杂物，门应关闭上锁。

6.1.5 袋式除尘器冷态、热态调试应完毕，气流分布应符合设计要求。

6.1.6 喷吹供气系统设备安装调试应完毕、打压合格，喷吹装置调试应完毕，具备启动条件。

6.1.7 滤袋反吹用气包、管道连接应完好，清灰脉冲阀应完好。各阀门动作应灵活、关闭应到位、转向

正确。

6.1.8 袋式除尘器的所有测量仪表显示应正确，控制系统正常投运。
6.1.9 灰斗应无积灰、无杂物。灰斗料位计、加热器及流化风应正常，输灰系统应具备投运条件。
6.1.10 预涂灰系统应正常，满足投运条件。

6.1.11 有喷雾降温的袋式除尘器，喷雾降温系统应试运完毕，具备投运条件。

6.2 预涂灰

6.2.1 袋式除尘器经荧光粉检漏合格后，点炉运行前应进行预涂灰。

6.2.2 预涂灰宣采用熟石灰、石灰石粉或粉煤灰，目数宜大于 200 目，水分含量应小于 1%。投料量宜

为 350g/m2～450g/m2。

6.2.3 关闭清灰系统，开启风机，分室进行预涂灰，各分室风量不应小于额定风量的 80%，观察达到预

定气流量后各室的压差，当各室压差基本稳定时，应记录此时的压差，开始持续均匀投料，观察各个室

压差变化，各个室的压差增加宜为 250Pa～300Pa。

6.2.4 预涂灰结束后，风机负荷应持续运行 20mino

6.2.5 在预涂灰工作完成后，应关闭风机，应从袋式除尘器净气室抽出一条滤袋检查预涂灰效果。

6.2.6 做完预涂灰后，袋式除尘器可开始投入运行，投运前不得清灰。

6.3 袋式除尘器的投运

6.3.1 锅炉点火前 12h，袋式除尘器的监测系统应投入〈温度、压力、湿度等）。

6.3.2 锅炉点火前 lOh～12h，灰斗加热器投运，温度控制应投入。

6.3.3 锅炉点火前 lh，喷吹供气系统应投运，锅炉如采用投油点火，请灰模式设定应为投油清灰模式：

锅炉如采用等离子点火，清灰模式设定应为定阻清灰模式。

6.3.4 锅炉点火后，应立即投入输灰系统：输灰系统投入初期，可人为增加输灰频次、减少仓泵进灰量。

6.3.5 锅炉断油前，袋式除尘器应保持高阻力（设计的最高阻力〉运行，如系统长时间燃油，需要连续

涂灰：锅炉断泊后，清灰系统正式投入，清灰模式为自动清灰。

6.4 袋式除尘器的运行监督

6.4.1 运行人员应对袋式除尘器进行运行监督，监督项目应包括本标准 5.6 相关内容，并做好记录。

6.4.2 运行人员应确认炉膛负压控制正常，布袋差压正常。

6.4.3 袋式除尘器运行温度不宜超过附录 B 中正常运行温度，出现超温现象应记录超温起止时间，单

次瞬时运行温度超温不得超过 lOmin。

6.4.4 运行过程中处理烟气的含氧量、 S02、 NOx 巾任意两项指标同时超出附录B 中要求，运行人员应

记录起止时间。

6.4.5 出现 6.4.3 、 6.4.4 情况之一时，应在检修周期内对滤料进行抽样检验。
6.5 袋式除尘器的停运

6.5.1 在锅炉停运的全过程中，袋式除尘器应正常投运直至锅炉引风机停止。

6.5.2 短期停运操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6 

a) 短期停运（4 天以内），锅炉停运时袋式除尘器不宣清灰，应维持灰斗加热，锅炉再次点火前应

检查滤袋表面粉尘层， 若有脱落情况应进行预涂灰。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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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锅炉投油助燃前 lh，将清灰模式应切换为本标准 6.3.3 规定的清灰模式，保持袋式除尘器高差

压运行（压力控制在设计的最高值〉：锅炉灭火后，停止清灰。

c) 清灰停止后，应停空压机／罗茨风机（如锅炉停运后立即启动，空压机／罗茨风机不需停运〉。

d) 锅炉引风机停运后，应关闭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烟道挡板阀。

e) 灰斗无积灰后，应停袋式除尘器输灰系统。

6.5.3 长期停运操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长期停运，锅炉停运后应维持清灰 10～20 个周期，并用空气置换袋式除尘器内部烟气，锅炉

再次点火时应进行预涂灰。

b) 清灰停止后，应停空压机J罗茨风机。

c) 锅炉引风机停运后，应关闭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烟道挡板阀、引风机前阀门；检查清洗喷雾降

温系统喷嘴。

d) 灰斗积灰全部清除后，应停止袋式除尘器输灰系统。

7 性能考核试验

7.1 袋式除尘器热态性能试验应按照 GB/T 16157、 GB厅 6719 的规定执行。

7.2 性能考核应包括下列项目：
a) 除尘设备阻力：

b) 本体漏风率；

c) 烟尘排放浓度：

d) 除尘效率：

e) 处理风量：

f) 气布比。

7.3 性能考核测试。

7.3.1 新投入运行的袋式除尘器，应在通过试运行后 3～6 个月内进行性能考核试验：现役袋式除尘器

大修后的 l～3 个月内应进行性能考核试验。

7.3.2 性能验收试验宜在设计工况下持续 3 天以上，对袋式除尘器宜进行 3 天 100%机组负荷试验、 l

天 75%机组负荷试验和 1 天 50%机组负荷试验。

7.3.3 性能考核试验应按照 GB/T 6719 规定的方法执行，测试内容及方法参见附录D。

7.3.4 性能考核试验由取得 CMA计量认证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进行。

. 7.3.5 性能考核试验前应保证袋式除尘器处于正常运行工况，试验过程中除尘器应在设计制定的清灰强

度和清灰周期下运行；试验前应保证袋式除尘器持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4h。

7.3.6 性能考核试验期间应记录锅炉主要运行参数，并对煤、灰的理化特性进行分析。

7.3.7 如除尘室装有观察孔，应进行脉冲喷吹周期调整试验，喷吹后粉尘层宜呈饼状脱落，以确定最佳

的脉冲喷吹周期、脉冲宽度，并按照试验结果重新设定喷吹参数。

8 袋式除尘器的维护和检修

8.1 袋式除尘器的运行管理

8.1.1 袋式除尘系统的运行、维护、检修应有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

8.1.2 袋式除尘系统的运行、维护、检修应由专职机构和人员负责。对操作人员应进行培训，合格后

上岗。

8.1.3 运行人员应定期巡查设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应找出原因，排除故障。袋式除尘器运行中一般故

障及处理方法参见附录 E.

8.1.4 应每小时记录 I 次袋式除尘器运行参数。 发现参数异常应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 并及时报告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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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运行当班值长。运行记录应整理成册作为袋式除尘器运行历史档案备查，记录保留时间应不少于4年。

8.1.5 应定期对袋式除尘系统的除尘效率、排放浓度进行考核。大修后进行性能考核试验。
8.2 袋式除尘器的定时巡检
8.2.1 巡检人员应按岗位责任制定期对所管辖的主要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8.2.2 巡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 定时检查各除尘通道差压正常，检查阀门、挡板位置正常，旁路挡板设备正常，气缸等无漏气

现象。抖嵌操作时确认现场动作正常。 ! 
b ) 定时检查除尘器无泄漏，系统无异常报警。 I 
c) 定时检查滤袋反吹气压正常，泊灰循环运行正常，检查脉冲阀及其他阀门应无漏气或开、关不 ! 

动作现象。

d ) 定时巡检罗茨风机（空压机）的工作状态，包括油位、排气压力、压力上升时间等。

e) 定时对缓冲罐、储气罐、气包和油水分离器放水。

f) 定时巡检稳压气包压力。当发现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时，应立即检查空压机和压缩空气系统，

及时排除故障。

g) 定时巡检压缩气体过滤装置。

h ) 定时巡检灰：l及卸、输灰装置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j ) 旋转脉冲袋式除尘器，还需定时检查旋转机构的运行状况。

8.3 袋式除尘器的定期维护
8.3.1 定期对脉冲阀和其他问门进行维护，若发现脉冲削异常应及时处理。

8.3.2 定期维护压缩气体过滤、冷下、滤油装置。
8.3.3 定期对烟气温度、氧量、 S02、 NO.－含尘浓度等烟气监测仪表进行校准，并使用便携式烟气分析

仪进行烟气比对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8.3.4 定期检查压力变送器取压管是再通畅，发现堵塞应及时处理。
8.3.5 定期对灰斗料位监测装置进行校准，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8.3.6 灰斗如有紧急排灰装直应定期进行检查，发现版结应及时处理。

8.3.7 定期对袋式除尘器出口烟尘浓度进行监测。因滤袋破损导致粉尘浓度超标，应及时处理。
8.4 袋式除尘器的检修
8.4.1 袋式除尘器的 A、 B 、 C 级检修周期和进度应与锅炉的相同。

8.4.2 机组 A、 B 、 C 级检修时应随机抽取 l～2 条滤袋及典型破损滤袋进行实验室检测性能评价，检测

项目见表 8。

表 8 滤袋性能评价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运行滤袋抽检

滤袋尺寸 滤袋受热收缩性考核 I 

滤袋外观 腐蚀悄况预判

单位面积质盘 可分别测试原状态、吸尘器泊灰、泊洗后的样品

厚度 叮分别测试原状态、吸尘器泊灰、消洗后的样品

横截面显微观测 粉饼尘与滤料分离状态

透气性测试 可分别测试原状态、吸尘器泊灰、消洗后的样品

动态过滤性能 滤料的培塞与消灰效果分析

断裂强力／伸~惑： 辅助判断泌料残余使用寿命 a

撕破强力 辅助判断滤料残余使用寿命 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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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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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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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异常工况下袋式除尘器的处理措施

9.1 锅炉低负荷运行袋式除尘器应按照 nur 门 21 的规定执行。

9.2 锅炉爆管时，袋式除尘器应停止清灰，立即停机处理。

9.3 滤袋破损或脱落时应申请单个通道或单侧除尘器停用检修，调换新布袋， 清除脱落布袋。

9.4 波：袋堵塞应洁灰斗积灰，消除滤袋清灰系统故障：如确认堵塞严重，清灰不奏效，应申请单个通道

停用检修，清理滤袋或调换新滤袋。

9.5 输灰系统故障。

9.5.1 输灰系统出现故障后， 应立即停止对应除尘室喷吹， 并进行必要的处理。

9.5.2 如果输灰系统在长时间未恢复正常时，应采取强制排灰措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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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灰斗高料位无法消除时，应降负荷运行或停机处理。
9.6 锅炉尾部烟道二次燃烧时，应立即启动喷雾降温或停炉。

9.7 除尘器入口烟气温度超过袋式除尘器的瞬时运行温度，应立即启动喷雾降温，喷水后烟温仍得不到
有效控制，应降负荷运行或停机。

9.8 烟气湿度高时，应按“差压控制”方式运行；减少喷雾降温喷水量。

10 安全措施

10.1 在袋式除尘器内部或外部高空作业时，应按 GB 26164. l 的有关规定执行。

10.2 袋式除尘器运行期间，不得打开人孔门锁、进入内部工作。

10.3 袋式除尘器检修应执行工作票制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10.4 袋式除尘器内部检修肘，应在停机冷却后除尘器出口温度降到 40℃以下，方可进入；如果急需检

修，可将人孔门打开，同时启动送、引风机以加速袋式除尘器冷却。

10.5 进入袋式除尘器前，应排出除尘器内部残余气体，保持良好通风：应将灰斗中的存灰排空。
10.6 进入袋式除尘器内部工作至少应有两人，其中一人负责监护。监护人应了解除尘器内部结构，并
掌握有关安全保护措施。

10.7 袋式除尘器检修完毕后，应检查确保除尘器内无人，无其他工具和杂物遗留在内后，方可关闭人
孔门。

10.8 检修人员不得携带火源进入袋式除尘器内部，如需进行焊接、切割等易产生明火的工作时应做好
滤袋的防护措施，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

10.9 若灰斗装有核辐射料位指示器时，检修人员进入灰斗内工作前，应先将射线源、防护铅盒关闭〈转

动”。）。更换射线源重新运行时，应请制造厂派人更换或指导。更换下的射线源料位计，应按相关规定
进行回收。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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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袋式除尘器的滤料选型

A. 1 表A.l 提供了部分火电厂袋式除尘器用滤料材质。滤料检验项目和技术指标满足JB/T 11261 要求。

表A. 1 常用滤袋材质

序号 名 称 滤料组成 代号 表面处理及后整理 备注

100%聚苯硫蹬滤料
短纤维面层：聚苯院醋

PPS 
烧毛、压光、漫

水刺工艺生产
无基布 溃、涂层或覆膜处理

2 100%聚苯硫酶滤料
短纤维面层：聚苯硫酶

PPS/PPS 
烧毛、压光、漫

基布：聚苯硫醋 溃、涂层或覆膜处理

3 
聚苯硫隧〈聚四氟 短纤维面层：聚苯肮酶

PPSrfF 
烧毛、压光、涂层 水剌／针刺工

乙烯基布〉滤料 基布：聚四氟乙烯 或覆膜处理 艺生产

聚苯硫酶混纺聚酷
短纤维面层z 聚苯硫醋、

烧毛、压光、涂层
聚酸亚胶含

4 
亚胶复合滤料（ I ) 聚欧亚肢 PPS+PIIPPS 

处理
量5%～30%（重

基布：聚苯硫瞠 量比〉

聚苯硫瞠混纺聚酌
短纤维面层：聚苯硫醋、

烧毛、压光、涂层
聚酷亚肢含

5 聚酷亚胶 PPS+PirrF 量5%～30%（重
亚肢复合滤料 (II)

基布：聚四氟乙烯
处理

量比）

100%聚四氟乙烯滤
短纤维面层：聚囚氟乙

烧毛、压光、涂层
6 烯 TFrfF 

料
基布：聚四氟乙烯

或覆膜处理

聚四氟乙烯混纺聚
短纤维面层2 聚四氟乙

烧毛、压光、涂层
聚酷亚胶含

7 
欧亚胶复合滤料

烯、聚欧亚服 TF+PI月'F
或覆膜处理

量5%～30%（重

基布：聚四氟乙烯 量比〉

聚四氟乙烯混纺聚
短纤维面层：聚四氟乙

烧毛、压光、涂层
聚四氟乙烯

8 烯、聚苯硫酶 TF+PPS汀F 含量40%～95%
苯硫酷复合滤料（ I ) 

基布：聚四氟乙烯
或覆膜处理

〈重量比〉

聚四氟乙烯混纺聚
短纤维面层t 聚四氟乙

烧毛、压光、涂层
聚四氟 乙烯

9 
苯硫酶复合滤料 C II) 

烯、聚苯硫酷 PPS+TF rfF 
或覆膜处理

含量 10%～40%

基布：聚四氟乙烯 （重量比〉

注： PPS一一聚苯硫酶， TF－一聚四氟乙烯， PI－聚酷亚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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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滤袋材质参考工况

表 B.1 滤袋材质参考工况表

袋式除尘器入口烟气参数

滤料代号 长期运行 瞬时运行
氧气 02 水分 H20 二氧化氮 N02 氮氧化物 NO..-

温度 t 温度 t
% ( VOL) % ( VOL) mg/m3 mg/m3 

℃ ·c 
PPS 运 160 190 王三8 运 10 主主 15 运400

PPS/PPS ~ 160 190 运8 运 10 运15 运400

PPSrfF ~165 200 王三8 运10 主主20 ~400 

PPS+PνPPS 运 160 190 运8 运 10 王三 15 运400

PPS+PifrF 主三 165 200 ~8 ~ 10 运20 主三400

TF.汀F 主主240 260 

TF+Plrrf 运240 260 主三21 运 15 ~50 王三500

TF+ PPSrrF 运170 210 运 10 ~15 主三50 王三500

PPS+TF厅F 主三 165 210 运10 运 15 主二40 主三500

注 i ：本表仅适用于本标准所列的纤维种类，对于新纤维种类，其运行条件需另行规定。
注 2: TfrfF 滤料对烟气成分及含量没有限制，各种工况均适用．

注 3：本表所规定的烟气参数是根据材料本身的性质所提出的参考值．

12 



检测项目

滤袋尺寸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新滤袋验收检测项目

表 C.1 新滤袋验收检测项目

DL / T 1371 一 2014

新滤袋验收

符合 5.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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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袋式除尘器的性能测试

D.1 除尘设备阻力

D.1.1 袋式除尘器除尘设备阻力计算
袋式除尘器的除尘设备阻力计算用式 CD.I ）表示，即

t::.P ：：：午’－ "i.M+ph

式中＝
t::.P－除尘器总阻力， Pa:
年’一一除尘器前后测量截面全压差， Pa;

"i.M 一一除尘器前后测量截面至除尘器入口、出口法兰之间的管道阻力损失之和， Pa:

A 一一气体的浮力校正值， Pa.

式中 z

A 一一测定处的大气密度， kg/m3;

4 一一管道内气体密度， kg/m3;

g一一重力加速度， 9.8m/s2:

Ph = (p, - Pg)gh 

h一一除尘器前后管道内测定位置的高度差， m。

D.1.2 执行标准
按照 GB/T 6719 执行。

D.2 处理凤量〈入口风量〉

D.2.1 处理凤量定义
处理风量指进入袋式除尘器的含尘气体工况流量。

D.2.2 试验方法
按照 GB厅 6719 执行。

D.3 气布比

D.3.1 气布比定义

CD.1) 

CD.2) 

在工况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单位有效过滤面积上处理含尘气体量，袋式除尘器的气布比用式（0.3)
表示，即

式中z

v一一气布比， m3/ Cm2 •min); 

v ＝皇
A 

Q一一进入袋式除尘器的含尘气体工况流量， m3/min:

A一一袋式除尘器的过滤面积， m2。

D.3.2 执行标准
按照 DL厅 387 执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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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本体漏凤率

D.4.1 漏凤率定义

DL/ T 1371 - 2014 

袋式除尘器的漏风率是指除尘器在正常过滤条件下（不清灰〉时，除尘器净气箱内负压为 2000Pa 时

除尘器的漏风率，用式（D.4）表示，即

α＝ 44.72×q 1JP 
式中z

α一一除尘器的漏风率，%：

q一一除尘器的实测漏风率，%：

P一一除尘器净气室平均负压， Pa.

除尘器的实测漏风率用式（D.5）表示，即

叫一Q’－Q’一一一一一×100%
Q’ 

式中：

Q’一一除尘器出口的干烟气流量， m3/h;

Q’一一除尘器入口的干烟气流量， m3剧。

D.4.2 执行标准
按照 JB/T 8471 执行。

D.5 烟尘排放浓度

D.5.1 试验方法
按照 GB厅 6719 执行。

D.5.2 浓度计算
除尘器出口的烟尘实测浓度用式 CD.6）表示，即

式中：

C’＝旦×1000
qv 

c’一一实际测量的除尘器出口烟尘浓度， mg/m3;

m一一采样后的滤筒增重， mg;

qv 一一采样体积， L （标准状态、干基值）。

D.5.3 排放浓度的换算
除尘器出口的烟尘排放浓度用式（D.7）表示，即

式中：

C=C’×~ 
α 

C一一换算到α为 1.4 时，标准状态下干烟气排放浓度， mg/m3;

c’一一实际测量的除尘器出口烟尘浓度， mg/m3 （标准状态、干基值）；

α 一一标准值对应的过量空气系数， α：＝1.4: 

d 一一实际测量的除尘器出口过量空气系数。

D.6 除尘效率

D.6.1 除尘效率计算

(D.4) 

(D.5) 

(D.6) 

CD.7) 

除尘正常运行时，同时测量袋式除尘器入口、出口烟气中的烟尘浓度，计算除尘器的除尘效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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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效率用式 CD.8）表示， 即

η ＝（1- f,）× J OO 
式中 ：

η一一除尘效率，%；

c’一一除尘器出口气体含尘浓度， mg/m3 C标准状态、干基值〉：

c’一一除尘器入口气体含尘浓度， mg/m3 （标准状态、干基值）。

D.6.2 试验标准
按照 GB!T 67 1 9 执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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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 

3 

4 

5 

6 

7 

故障现象

袋式除尘器出口烟

尘浓度高

滤

电磁脉冲阀不工作

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袋式除尘器运行中一般故障及处理方法

主要原因

( I ） 植树嘿统设计不当，消

或番情灰不均匀．

2）泊灰用的电磁脉冲阅故障．
(3〕泊灰用压缩空气脱汹、脱水效果差。
(4）压缩空气压力不足．
(5）锅炉烟气中的湿度过大．
( 6〕锅炉燃汹．

(7）煤种灰分超出设计值．

(8）烟气温度偏低．
(9）雨水漏入除尘器

( I ) 

(2) 

(3) 

(4) 

( 5 ） ’圄－－－－固守，
相互碰

( 6 ) 

( 7) 

( 8 ]
( 9 ]
( 10 ）哩哩－－甲固勘，，...俨参数

超标。
( 11 ）煤种变化，烟尘物化特性发生变化

( I ）烟气i1li

DL I T 1371 - 2014 

预防及处理方法

(l ）校准或修复烟尘在线监测仪表．
(2）更换滤袋．
(3）查漏

投汹运行期间启动预涂

外壳，及时补漏

质．
设多虫乌兰流叶片．
中保证新的袋笼表面

’其降温系统，降负荷运行。
配煤、调节燃烧，或降负

<1Y更换滤袋。
〉更换或修理测压装置

( 1 ）恢复供电，修理消灰控制器。
(2）更换电磁阀线固

量超过额定蒸发盘． | 紧急喷雾降温，联系锅炉，进行燃烧
烟气温度短时过高｜ | 

(2）燃烧调整不正常、受热面积灰结渣｜调整或停机处置

烟气温度短时过低

或旋转空气预热器故障

( I ）锅炉尾部漏风．
(2）燃烧不合理．
(3）受热面改造．

(4）冬季空气温度低等。
( 5）负荷过低

(I ）投入空气预热吉普旁路烟道：减少

尾部吹灰次数。
(2）尽量投用上排刷粉系统．
(3）在低负荷情况下开启暖风器一次

风机热风再循环门， 提高冷风入口温度。
(4）正常运行时开启低温烟侧的送风

机热风再循环。

( 5）尽量提高低行负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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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序号 故障现象 主要原因 预防及处理方法

8 滤袋烧损 存在可燃烧的颗粒物
(1 ）加长烟气连接管．
(2）设置阻火装置

9 花板积灰
(1）滤袋破损． (1 ）更换破损滤袋．

( 2）滤袋与花板之间密封不好 (2）加强滤袋与花板之间的密封

(1〕燃油时操作不当导致烟气带泊．
(1) 锅炉燃油期间投运预涂灰。

10 糊袋严重
(2）烟气中7.1<蒸气含量大，烟气温度低

于露点温度。
(2）调整烟气温度不低于露点温度。

(3）锅炉水冷壁管泄漏或爆管
(3）严重时停机处理

11 烟气流速突然增大
(1）破袋情况严重。

(1) 检测破袋原因、更换破损滤袋。

(2）除尘器密封不严
(2）检查除尘器密封情况，出现问题

及时修复

12 
单元箱室风量分配 Cl ）气流导流板磨损严重。

( I ）经常对系统调节挡板门／阀进行

不均，风阻增大 (2）调节挡板｜丁／阅密封性和灵敏度降低
维护、保养，保持其灵活性和可靠性。

(2）更换磨损的气流导流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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