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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尘防毒基本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尘防毒的基本术语和相关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防尘防毒的工程设计、管理、研究与教学等相关领域。

2 基础术语

2.1
粉尘 dust
能够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的固体微粒。

2.2
纤维性粉尘 fibrousdust
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纤维状微细丝粉尘。

2.3
游离二氧化硅 freesilica
freesilicondioxide
单独以晶体状态存在的二氧化硅。

2.4
气溶胶 aerosol
以大小为10-3cm~10-7cm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为分散相,分散在气体介质中的溶胶物质,如烟或雾。

2.5
总粉尘 totaldust
检测技术上为用总粉尘采样器按标准方法在呼吸带采集并测得的所有粉尘。

2.6
烟 fume
直径小于0.1μm的固体微粒分散在空气中的气溶胶。

2.7
飞灰 flyash
随燃料燃烧产生的烟气所排出的分散较细的灰。

2.8
烟尘 smoke
高温分解或燃烧时所产生的、其粒径范围一般为0.01μm~1μm的可见气溶胶。

2.9
雾 mist
防尘防毒技术上是指工艺中由液体微滴分散在空气中冷却、凝结而形成,以及由液体喷散形成的气

溶胶状物。

2.10
无机粉尘 inorganicdust
包括矿物性粉尘、金属性粉尘及人工无机性粉尘等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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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有机粉尘 organicdust
包括动物性粉尘、植物性粉尘及人工有机性粉尘等粉尘的总称。

2.12
混合性粉尘 mixed-dust
两种类型或两种类型以上粉尘的混合物。

2.13
可见粉尘 visibledust
肉眼可见的粉尘,粒径大于10μm。

2.14
显微粉尘 microdust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分辨的粉尘,粒径为0.25μm~10μm。

2.15
超显微粉尘 ultra-microdust
在超倍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下才能分辨的粉尘,粒径小于0.25μm。

2.16
呼吸性粉尘 respirabledust
能进入人体的细支气管到达肺泡的粉尘微粒。

2.17
粒径 particlesize
粒子的直径或粒子的大小。

2.18
空气动力学直径 aerodynamicdiameter
将实际的粉尘颗粒粒径换成具有相同空气动力学特性的等效直径。

2.19
中位径 mediandiameter
颗粒物集合中,小于它和大于它的颗粒各占50%时的粉尘粒径,分质量中位径和数量中位径。

2.20
分散度 dispersity
颗粒物集合中,各种粒径范围的粒子质量或粒子个数分别占粒子总质量或总粒数的百分率。

2.21
粉尘磨损性 dustwearresistance
粉尘在流动过程中对器壁或管壁造成磨损的性质。

2.22
堆积密度 bulkdensity
apparentdensity;volumedensity
包括粉尘颗粒之间及其内部的空隙,松散状态下单位体积粉尘所具有的质量。

2.23
真密度 actualdensity
densityofdustparticle
排除粉尘颗粒之间及其内部的空隙后,密实状态下单位体积粉尘所具有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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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安息角 angleofrest
angleofrepose
一定性状的粉尘能自然堆积在水平面上而不下滑时所形成的圆锥体的最大锥底角。

2.25
滑动角 angleofslide
将粉尘置于光滑的平板上,使该板倾斜到粉尘沿直线下滑时的角度。

2.26
附着性 adhesion
尘粒与物质的贴附性质。

2.27
润湿性 wettability
粉尘粒子能否与水或其他液体相互附着或附着难易程度的性质。

2.28
比电阻 resistivity
specificresistance
表示物质电阻特性的物理量,粉尘的比电阻在数值上等于单位面积粉尘在单位厚度上的电阻值。

2.29
水硬性 hydraulicity
某些粉尘吸水后变成而易硬结的性质。

2.30
沉降速度 settlingvelocity
静止空气中的尘粒在重力作用下降落时所达到的恒定速度。

2.31
悬浮速度 suspendedvelocity
使尘粒处于悬浮状态时的最小上升气流速度。

2.32
尘源 dustsource
生产过程中工作场所或工艺设备产生并发散粉尘的位置。

2.33
尘化作用 pulvationaction
在自然力或机械力作用下,使粉尘或雾滴从静止状态变为悬浮于空气状态的现象。

2.34
二次扬尘 reentrainmentofdust
沉积于设备和围护结构表面上的粉尘,在尘化作用下重新悬浮于空气中的现象。

2.35
除尘 dustremoval
dustseparation;dustcontrol
捕集、分离含尘气流中的粉尘等固体粒子的过程。

2.36
有害气体 harmfulgasandvapor
对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的气体或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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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有害物质 harmfulsubstance
能使人引起疾病或健康状况下降、对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的物质。

2.38
有害物质浓度 concentrationofharmfulsubstance
单位体积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含量。
注:包括质量浓度、体积浓度、计数浓度等。

2.39
质量浓度 massconcentration
单位体积空气混合物中所含有害物质的质量。

2.40
体积浓度 volumetricconcentration
单位体积空气混合物中所含有害气体的毫升数。

2.41
计数浓度 numberconcentration
particlenumberconcentration
单位体积空气与其他物质的混合物中所含颗粒状物质的颗粒个数,一般用于纤维尘的度量。

2.42
尘肺 pneumoconiosis
作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使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

主要表现的全身性疾病。

2.43
毒物 toxicant
在一定条件下,较小剂量可造成机体功能性或器质性损害的外源性化学物质。

2.44
生产性毒物 industrialtoxicology
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或产生的、进入人体后能引起有害作用的物质。

2.45
中毒 poisoning
有毒物质进入体内,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并导致组织器官急性或慢性健康损害的状态。

2.46
急性中毒 acuteintoxication
大量毒物在短时间内通过皮肤、黏膜、呼吸道及消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使机体受损并发生功能障

碍的疾病状态。

2.47
慢性中毒 chronicintoxication
毒物在不引起急性中毒的剂量条件下,长期反复进入机体所引起的机体在生理、生化及病理学方面

的改变,出现异常临床症状和体征的疾病状态。

2.48
刺激性气体 irritantgas
对眼、呼吸道黏膜和皮肤具有刺激作用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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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窒息 asphyxia
机体由于急性缺氧而导致的晕倒甚至死亡的现象。窒息分为内窒息和外窒息,生产环境中的严重

缺氧可导致外窒息,吸入窒息性气体导致的窒息为内窒息。

2.50
窒息性气体 asphyxiatinggas
侵入机体并直接影响机体氧的供给、摄取、运输和利用,导致机体发生缺氧损害的气体。

2.51
剂量 dose
某对象所接受的、能引起一定作用或效应的物质的量。

2.52
致死剂量 lethaldose(concentration);LD(LC)
一定条件下,化学物质导致一定百分率生物体死亡的剂量(浓度)。

2.53
半数致死剂量 medianlethaldose(concentration);LD50(LC50)
一定条件下,引起受试对象发生死亡概率为50%的化学物质的剂量(浓度)。

2.54
最低致死剂量 minimumlethaldose;MLD
化学毒物引起受试对象中的个别成员出现死亡的剂量。

2.55
阈剂量 thresholddose
化学物质引起受试对象中的少数个体出现某种最轻微的异常改变所需要的最低剂量。

2.56
密闭 confined
对有害物质散发源进行封闭,抑制其外逸或发散的措施。

2.57
吸收剂 absorbent
能将与其接触的液体或气体介质中的部分物质结合并吸收的液体物质。

2.58
吸收质 absorbate
存在于介质中能被吸收剂吸收的物质。

2.59
吸附剂 adsorbent
能将与其接触的液体或气体介质中的部分物质吸附的固体物质。

2.60
吸附质 adsorbate
存在于介质中能被吸附剂吸附的物质。

2.61
职业危害因素 occupationalhazardfactor
在职业活动中产生的可直接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因素。
注:按其性质分为物理性危害因素、化学性危险因素和生物性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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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ermissibleconcentration-timeweightedaverage;PC-TWA
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8h工作日、40h工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2.63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ermissibleconcentration-shorttermexposurelimit;PC-STEL
按标准方法检测,符合PC-TWA数值的前提下容许短时间(15min)接触的浓度。

2.64
最高容许浓度 maximumallowableconcentration;MAC
一种有毒物质在工作地点、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均不应超过的浓度。

2.65
超限倍数 excursionlimits
对未制定PC-STEL的化学有害因素,在符合8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情况下,任何一次短时

间(15min)接触的浓度均不应超过的PC-TWA的倍数值。

3 通风术语

3.1 通风方式

3.1.1
通风 ventilation
采用自然或机械方法,对某一空间进行空气置换,以形成卫生、安全或适宜的空气环境。

3.1.2
工业通风 industrialventilation
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湿、粉尘和有害气体等进行控制和治理而进行的通风。

3.1.3
自然通风 naturalventilation
利用室内外空气温差、密度差及风压的作用实现室内外空气置换的通风方式。

3.1.4
机械通风 mechanicalventilation
forcedventilation
利用机械实现室内外空气置换的通风方式。

3.1.5
机械通风系统 mechanicalventilatingsystem
由通风机和通风管网等组成、为实现室内外空气置换的装置。

3.1.6
全面通风 generalventilation
entirelyventilation;generalairchange
用清洁空气对整个空间进行空气置换的通风方式。

3.1.7
局部通风 localventilation
对空间内的部分区域采取的通风方式。

3.1.8
全面排风 generalexhaustventilation;GEV
从整个空间排出余热、余湿、粉尘和有害物质的通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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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有组织通风 organizedventilation
以自然或机械方法将室外新鲜空气送入室内,将室内污染空气排出室外的通风方式。

3.1.10
局部送风 localrelief
将一定容积的空气,以一定的速度送至指定地点或区域的通风方式。

3.1.11
局部排风 localexhaustventilation;LEV
在散发有害物质的局部空间设置排风罩捕集有害物质并将其排至室外的通风方式。

3.1.12
槽边通风 rimventilation
slotexhaustonedgesoftanks
利用在槽边设置的排风罩排除槽内液面散发的有害物质的空气置换方式。

3.1.13
事故通风 emergencyventilation
排除或稀释空间内发生事故时突然散发的大量有害物质、有爆炸危险的气体或蒸气的通风方式。

3.1.14
事故通风系统 emergencyventilationsystem
空间内发生事故时的机械通风系统。
注:包括事故送风系统和事故排风系统。

3.1.15
诱导通风 inductiveventilation
利用空气射流的引射作用进行通风的方式。

3.2 通风技术

3.2.1
通风量 ventilationrate
单位时间内进入系统或从系统排出的风量。

3.2.2
进风量 supplyairrate
单位时间内进入某空间的风量。

3.2.3
排风量 exhaustairrate
单位时间内从某空间排出的风量。

3.2.4
换气次数 airchanges
ventilationrate
单位时间内室内空气的更换次数,以通风量与空间容积的比值计算。

3.2.5
热压 thermalpressure
thermalbuoyancy;stackeffectpressure
由于温差引起的室内外或管内外空气柱的重力差。

3.2.6
风压 windpressure
风流经建筑物时,在建筑物周围形成的静压与稳定气流静压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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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正压区 zoneofpositivepressure
风吹向建筑物时,由于撞击作用而使建筑物周围静压高于稳定气流区静压的区域。

3.2.8
负压区 zoneofnegativepressure
风流经建筑物时,由于气流在屋顶、侧墙和背风侧产生局部涡流,而使上述部位附近静压低于稳定

气流区静压的区域。
3.2.9

风量平衡 airbalance
采取措施使送风量与排风量相等的过程。

3.2.10
热平衡 heatbalance
通风时,为保持室温达到设计要求,通过计算和采取相应措施,使进入室内的热量与从室内排出的

热量相等。
3.2.11

罩口风速 hoodfacevelocity
罩口处有效断面上的平均风速。

3.2.12
控制点 capturepoint
有害物质散发直到耗尽最初能量,散发速度降低到环境中无规则气流速度大小时的位置。

3.2.13
控制距离 capturedistance
控制点到罩口中心的距离。

3.2.14
控制风速 capturevelocity
将控制点处的有害物质吸入罩内所需的最小风速。

3.2.15
气流组织 airdistribution
对室内空气的流动形态和分布进行合理组织,合理布置送、排风口的位置,以较小的通风量实现良

好的通风效果。
3.2.16

射流 jet
从通风孔口向相对静止的周围空气射出的气流。

3.3 通风设备与装置

3.3.1
通风设备 ventilationequipment
ventilationfacilities
为实现通风所需要的各种设备与部件的统称。
注:常用通风设备包括通风机、除尘器、空气净化器、空气换热器以及各类通风系统的部件。

3.3.2
通风部件 components
通风与空调系统中用于连接系统部件,引导或阻隔气流的各类部件。
注:常用通风部件包括各类风帽、风口、排风罩、风管、阀门、检查孔、弯头、三通、变径管、来回管、导流板和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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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通风管道 ventilationduct
输送空气和空气混合物的各种风管和风道的统称。

3.3.4
风管 airduct
薄钢板、铝板、硬聚氯乙烯板或玻璃钢等材料制成的通风管道。

3.3.5
风道 airchannel
由砖、混凝土、石膏板等建筑材料制成的通风管道。

3.3.6
柔性接头 flexiblejoint
通风机进、出口与刚性风管连接的可变性短管,常用橡胶、帆布等材料制作。

3.3.7
集合管 airmanifold
汇集各种并联支、干管的横截面较大的直管段。

3.3.8
风帽 ventilator
排风时置于垂直或水平管道末端的避风设备。

3.3.9
阀门 valve
使配管和设备内的介质(液体、气体、粉末)流动或停止,并能控制其流量的装置。

3.3.10
风口 airinlet
装在通风管道侧面或支管末端用于送风、排风或回风的孔口或装置的统称。

3.3.11
吸风口 exhaustinlet
用以将室内空气引入排风或回风系统中的风口。

3.3.12
排风口 exhaustoutlet
将排风系统中的空气及其混合物排到室外大气的风口。

3.3.13
送风口 Inletport
用于向室内送入经过处理的空气的风口。

3.3.14
清扫孔 cleanouthole
用于清除通风除尘系统管道内积尘的密封可拆装孔口。

3.3.15
检查门 accessdoor
装在空气处理室侧壁上,用于检修设备的密闭门。

3.3.16
测孔 samplinghole
用于检测设备及通风管道内空气及其混合物的各种参数,但平时须加以密封的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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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
排风罩 hood
设置在有害物质散发源处,捕集和控制有害物质的通风部件。

3.3.18
密闭罩 enclosedhood
将有害物质散发源全部密闭在一定空间内,抑制其发散的遮挡结构的总称。

3.3.19
局部密闭罩 partialenclosure
仅将工艺设备放散有害物质的部分加以密闭的遮挡结构。

3.3.20
整体密闭罩 integralenclosure
将放散有害物质的工艺设备大部分或全部密闭起来的遮挡结构。

3.3.21
外部吸气罩 capturinghood
依靠罩口的抽吸作用,在控制点形成一定的风速,以排除受控范围内有害物质的局部排风罩。

3.3.22
接受式排风罩 receivinghood
利用生产过程中含有害气体的气流的自身运动,接受须排除有害物质的局部排风罩。

3.3.23
吹吸式排风罩 push-pullhood
利用吹吸气流的联合作用控制有害物质扩散并将其排除的局部排风罩。

3.3.24
排风柜 laboratoryhood
一种三面围挡、一面敞开或装有操作拉门的柜式排风罩。

3.3.25
伞形罩 canopyhood
装在有害物散发源上方的呈伞状的局部排风罩。

3.3.26
侧吸罩 lateralhood(sidehood)
设置在有害物散发源侧面的局部排风罩。

3.3.27
槽边排风罩 rimexhaust
沿槽边设置,用以收集槽内液面散发的有害物质,吸风口呈平口或条缝式的局部排风罩。

3.3.28
通风机 fan
将机械能转变为气体的势能和动能,用于输送空气及物料的动力机械。
注:按气体流动的方向,通风机可分为离心式、轴流式、贯流式等类型。

3.3.29
离心式通风机 centrifugalfan
空气沿轴向流入叶轮,并沿垂直轴向流出叶轮的通风机。

3.3.30
轴流式通风机 axial-flowfan
空气沿叶轮轴向进入并离开的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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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
贯流式通风机 cross-flowfan
空气以垂直于叶轮轴的方向由机壳一侧的叶轮边缘进入并在机壳另一侧流出的通风机。

3.3.32
导流板 guidevane
装于通风管道内的一个或多个叶片,使气流分成多股平行气流,从而减少阻力的配件。

4 防尘术语

4.1 防尘技术

4.1.1
通风除尘 ventilationanddustcontrol
利用通风的方法排出并净化被粉尘污染的空气。

4.1.2
机械除尘 mechanicaldustremoval
借助机械设备去除含尘气体中粉尘的过程。

4.1.3
过滤除尘 porouslayerdustcollection
利用多孔介质的过滤作用捕集含尘气体中粉尘的技术。

4.1.4
静电除尘 electrostaticprecipitation
含尘气流进入装置,利用高压放电而使气体在装置内电离,其中的粉尘荷电后向收尘极板移动从而

去除含尘气体中粉尘的技术。

4.1.5
湿法除尘 wetdustcollection
水力除尘、蒸汽除尘和喷雾降尘等除尘方式的统称。

4.1.6
湿式作业 wetmethodoperating
将物料加湿、抑制粉尘发散的操作方式。

4.1.7
联合除尘 mechanicalandhydrauliccombineddustremoval
两种或两种以上除尘方法相结合的除尘方式。

4.1.8
除尘系统 dustremovingsystem
由局部排风罩、风管、阀门、通风机和除尘器、风帽等组成的,用以捕集粉尘、输送和净化含尘气流和

净化空气的机械排风系统。

4.1.9
就地式除尘系统 spot-typedustremovalsystem
将除尘设备直接安装在产尘设备上捕集和回收粉尘的除尘系统。

4.1.10
分散式除尘系统 distributeddustremovalsystem
将由一个或数个同一工艺流程中的产尘点作为一个系统,在产尘点分别设置独立的除尘设备的除

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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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集中式除尘系统 centralizeddustremovalsystem
将多个产尘点、整个车间甚至全厂的产尘点全部集中为一个系统,系统中的除尘设备放置在专门的

除尘室内的除尘系统。

4.1.12
真空清扫 vacuumcleaning
利用风机或真空泵的吸力将粉尘吸进吸尘装置,经除尘器净化后排出的过程。

4.1.13
处理风量 airvolume
标准状态下,单位时间内通过除尘器的含尘气体量。

4.1.14
除尘器阻力 workingresistance
气体通过除尘器的压力损失,即除尘器进口断面与出口断面的气流平均全压之差。

4.1.15
除尘效率 collectionefficiency
单位时间内,除尘器捕集到的粉尘质量占进入除尘器的粉尘质量的百分数。

4.1.16
穿透率 penetration
在同一时间内,排出除尘器的粉尘量与进入除尘器的总粉尘量的百分比。

4.1.17
漏风率 airleakageratio
漏入或漏出除尘器的风量与入口风量(均折算为标准状态风量)的比率。

4.1.18
分级效率 gradecollectionefficiency
除尘器对某一粒径(或粒径范围)粉尘的去除效率。

4.1.19
含尘浓度 dustconcentration
单位体积气体中含有的粉尘质量。

4.1.20
排放浓度 emissionconcentration
排放气体单位体积中所含有害物质的质量。

4.1.21
过滤风速 filtrationvelocity
含尘气流通过滤料有效面积的平均速度。

4.1.22
气布比 air-to-clothratio
比负荷

单位面积滤料所通过的空气量。

4.1.23
过滤面积 filtrationarea
起滤尘作用的滤料有效面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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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过滤器初阻力 initialresistanceoffilter
额定风量下,过滤器没有积尘时的阻力。

4.1.25
过滤器终阻力 finalresistanceoffilter
额定风量下,过滤器的容尘量达到足够大而需要清洗或更换滤料时的阻力。

4.1.26
容尘量 dustcapacity
过滤器达到终阻力值时所能容纳的粉尘量。

4.1.27
电场风速 precipitatorgasvelocity
气体流经电场的平均速度,即电除尘器单位时间内处理的气体量和电场流通面积的比值。

4.1.28
粉尘驱进速度 dustdriftvelocity
荷电粉尘在电场力作用下向阳极板表面运动的速度。

4.1.29
清灰 dustcleaning
利用机械或空气动力等方法去除过滤介质上所粘附的粉尘层,恢复介质过滤或清除粉尘能力的

过程。

4.1.30
连续除灰 continuousdustdislodging
用螺旋输送机或气力输送等装置,将除尘器灰斗中的粉尘连续排除的除灰方式。

4.2 除尘设备

4.2.1
除尘器 dustcollector
dustseparator
从含尘气体中分离、捕集粉尘的装置或设备。

4.2.2
惯性除尘器 inertialdustcollector
使含尘气体与物体撞击或急剧地改变气流运动方向,从而利用惯性力分离并捕集粉尘的除尘装置。

4.2.3
重力沉降室(除尘器) gravitydustcollector
粉尘在重力作用下沉降而被分离出来的一种惯性除尘装置。

4.2.4
离心式除尘器 centrifugaldustcollector
利用含尘气体的旋转流动,使粉尘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沿径向移动而被分离出来的除尘装置。

4.2.5
过滤式除尘器 porouslayerdustcollector
利用多孔介质的过滤作用捕集含尘气体中粉尘的除尘设备;包括袋式除尘器、颗粒层除尘装置等。

4.2.6
袋式除尘器 bagfilter
利用由过滤介质制成的袋状或筒状过滤元件来捕集含尘气体中粉尘的除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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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湿式除尘器 wetdustcollector
wetscrubber
利用液体的洗涤作用将粉尘从含尘气体中分离出来的除尘装置。

4.2.8
冲激式除尘器 impactdustscrubber
利用含尘气体冲击液体,激起雾滴,使粉尘被液体、液滴捕集的湿式除尘装置。

4.2.9
文丘里除尘器 Venturiscrubber
含尘气体经过喉管形成高速湍流,使液滴雾化并易于与粉尘碰撞、凝聚后被捕集的湿式除尘装置。

4.2.10
旋风水膜除尘器 cyclonescrubber
在筒体内壁形成一层流体水膜,含尘气流中粉尘靠离心作用甩向筒壁被水膜所捕集的湿式除尘

装置。

4.2.11
泡沫除尘器 bubblingscrubber
依靠含尘气体流经筛板产生的泡沫捕集粉尘的湿式除尘装置。

4.2.12
洗涤过滤式除尘器 filteringscrubber
利用不断被液体冲洗的过滤介质捕集含尘气体中粉尘的湿式除尘装置。

4.2.13
电除尘器 electrostaticprecipitator
利用高压电场将空气电离,使粉尘荷电,通过荷电粉尘向极性相反的电极运动,把粉尘从含尘气体

中分离出来的除尘装置。

4.2.14
除尘机组 dustcollectingunit
由吸尘罩、管道、风机、除尘器及配件等组合为一体的除尘装置。

4.2.15
复合除尘器 complexofdustcollector
利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除尘机理将组件综合在一起组成的除尘器。
注:如电-旋风除尘器、喷雾-冲激除尘器、干-湿一体除尘器、电-袋复合除尘器等。

4.2.16
滤料 filtermedia
对空气中微粒具有过滤作用的材料。
注:常用的有合成或天然纤维、玻璃纤维、金属丝或多孔材料等做成的滤纸、滤布、滤网等。

5 防毒术语

5.1 防毒技术

5.1.1
气体吸收 absorptionofgasandvapor
利用液体吸收剂清除气体中有害组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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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气体吸附 adsorptionofgasandvapor
利用固体吸附剂清除气体中有害组分的方法。

5.1.3
解吸 desorption
吸收和吸附的逆过程;通过与气体吸附或吸收相反的过程,将被吸附或被吸收的气体或溶质从吸附

剂或吸收剂中释放出来的方法。

5.1.4
直接燃烧净化 directincineration
以有害废气为燃料,参与燃烧并将含有害废气的空气净化的方法。

5.1.5
热力燃烧净化 thermaloxidation
在使用辅助燃料的前提下,将可燃的有害气体的温度提高到反应温度,使其进行氧化分解的燃烧净

化方法。

5.1.6
催化燃烧净化 catalyticcombustion
利用催化剂使废气中的可燃物质能在较低温度下被氧化分解的燃烧净化方法。

5.1.7
气体冷凝 condensationofvapor
通过冷却使有害蒸气凝结并从气体中分离出来的方法。

5.1.8
吸收速率 absorptionrate
吸收过程中,单位时间通过单位相际传质面积所传递的物质量。

5.2 净化设备

5.2.1
吸收装置 absorptionequipment
采用适当的液体吸收剂清除混合气体中某种有害组分的设备。

5.2.2
吸附装置 adsorptionequipment
采用固体吸附剂从气体中脱除臭气、溶剂和其他低浓度有害气体的设备。

5.2.3
燃烧炉 combustionfurnace
用于废气燃烧净化的设备。

5.2.4
燃烧器 combustor
用于燃烧辅助燃料产生高温燃气的装置。

5.2.5
燃烧室 combustionchamber
用于使废气和高温燃气混合、驻留并充分反应的设备空间。

5.2.6
填料 filler
吸收装置中的用于分散气体和液体,形成和扩展传质面积的固体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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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冷凝器 condenser
用于对蒸汽进行冷凝的净化分离装置。

5.2.8
表面冷凝器 surfacecondenser
将被冷凝物质和冷却剂用一传热的间壁隔开,通过传热面进行热交换的装置。

5.2.9
接触冷凝器 contactcondenser
冷、热流体直接接触换热,并实现冷凝的装置。

5.2.10
填料塔 packedtower
筒体内装有固体填料,吸收剂自塔顶向下喷淋于填料上,气体沿填料间隙上升,通过气液接触使有

害物质被吸收的净化设备。

5.2.11
筛板塔 sieve-platecolumn
筒体内设有筛板,气体自下而上穿过筛板上的液层,通过气体的鼓泡使有害物质被吸收的净化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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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剂 2.57………………………………………

吸收速率 5.1.8…………………………………

吸收质 2.58………………………………………

吸收装置 5.2.1…………………………………

洗涤过滤式除尘器 4.2.12………………………

纤维性粉尘 2.2…………………………………

显微粉尘 2.14……………………………………

悬浮速度 2.31……………………………………

旋风水膜除尘器 4.2.10…………………………

Y

烟 2.6……………………………………………

烟尘 2.8…………………………………………

游离二氧化硅 2.3………………………………

有害气体 2.36……………………………………

有害物质 2.37……………………………………

有害物质浓度 2.38………………………………

有机粉尘 2.11……………………………………

有组织通风 3.1.9………………………………

诱导通风 3.1.15…………………………………

阈剂量 2.55………………………………………

Z

罩口风速 3.2.11…………………………………

真空清扫 4.1.12…………………………………

真密度 2.23………………………………………

整体密闭罩 3.3.20………………………………

正压区 3.2.7……………………………………

直接燃烧净化 5.1.4……………………………

职业危害因素 2.61………………………………

质量浓度 2.39……………………………………

致死剂量 2.52……………………………………

窒息 2.49…………………………………………

窒息性气体 2.50…………………………………

中毒 2.45…………………………………………

中位径 2.19………………………………………

重力沉降室(除尘器) 4.2.3……………………

轴流式通风机 3.3.30……………………………

自然通风 3.1.3…………………………………

总粉尘 2.5………………………………………

最低致死剂量 2.54………………………………

最高容许浓度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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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对应词索引

A

absorbate 2.58……………………………………

absorbent 2.57……………………………………

absorptionequipment 5.2.1……………………

absorptionofgasandvapor 5.1.1………………

absorptionrate 5.1.8……………………………

accessdoor 3.3.15………………………………

actualdensity 2.23………………………………

acuteintoxication 2.46…………………………

adhesion 2.26……………………………………

adsorbate 2.60……………………………………

adsorbent 2.59……………………………………

adsorptionequipment 5.2.2……………………

adsorptionofgasandvapor 5.1.2………………

aerodynamicdiameter 2.18………………………

aerosol 2.4………………………………………

airbalance 3.2.9…………………………………

airchanges 3.2.4…………………………………

airchannel 3.3.5…………………………………

airdistribution 3.2.15…………………………

airduct 3.3.4……………………………………

airinlet 3.3.10…………………………………

airleakageratio 4.1.17…………………………

airmanifold 3.3.7………………………………

airvolume 4.1.13………………………………

air-to-clothratio 4.1.22…………………………

angleofrest 2.24…………………………………

angleofslide 2.25………………………………

asphyxia 2.49……………………………………

asphyxiatinggas 2.50……………………………

axiall-flowfan 3.3.30……………………………

B

bagfilter 4.2.6…………………………………

bubblingscrubber 4.2.11………………………

bulkdensity 2.22…………………………………

C

canopyhood 3.3.25………………………………

capturedistance 3.2.13…………………………

capturepoint 3.2.12……………………………

capturevelocity 3.2.14…………………………

capturinghood 3.3.21…………………………

catalyticcombustion 5.1.6………………………

centralizeddustremovalsystem 4.1.11…………

centrifugaldustcollector 4.2.4…………………

centrifugalfan 3.3.29……………………………

chronicintoxication 2.47………………………

cleanouthole 3.3.14……………………………

collectionefficiency 4.1.15………………………

combustionchamber 5.2.5………………………

combustionfurnace 5.2.3………………………

combustor 5.2.4…………………………………

complexofdustcollector 4.2.15………………

components 3.3.2………………………………

concentrationofharmfulsubstance 2.38………

condensationofvapor 5.1.7……………………

condenser 5.2.7…………………………………

confined 2.56……………………………………

contactcondenser 5.2.9…………………………

continuousdustdislodging 4.1.30………………

cross-flowfan 3.3.31……………………………

cyclonescrubber 4.2.10…………………………

D

desorption 5.1.3…………………………………

directincineration 5.1.4…………………………

dispersity 2.20……………………………………

distributeddustremovalsystem 4.1.10…………

dose 2.51…………………………………………

dust 2.1……………………………………………

dustcapacity 4.1.26……………………………

dustcleaning 4.1.29……………………………

dustcollector 4.2.1………………………………

dustcollectingunit 4.2.14………………………

dustconcentration 4.1.19………………………

dustdriftvelocity 4.1.28………………………

dustremoval 2.35………………………………

dustremovingsystem 4.1.8……………………

dustsource 2.32…………………………………

dustwearresistance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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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lectrostaticprecipitation 4.1.4…………………

electrostaticprecipitator 4.2.13…………………

emergencyventilation 3.1.13……………………

emergencyventilationsystem 3.1.14……………

emissionconcentration 4.1.20…………………

enclosedhood 3.3.18……………………………

excursionlimits 2.65……………………………

exhaustairrate 3.2.3……………………………

exhaustinlet 3.3.11……………………………

exhaustoutlet 3.3.12……………………………

F

fan 3.3.28………………………………………

fibrousdust 2.2…………………………………

filler 5.2.6………………………………………

filtermedia 4.2.16………………………………

filteringscrubber 4.2.12…………………………

filtrationarea 4.1.23……………………………

filtrationvelocity 4.1.21…………………………

finalresistanceoffilter 4.1.25…………………

flexiblejoint 3.3.6………………………………

flyash 2.7………………………………………

freesilica 2.3……………………………………

fume 2.6…………………………………………

G

generalexhaustventilation;GEV 3.1.8…………

generalventilation 3.1.6…………………………

gradecollectionefficiency 4.1.18………………

gravitydustcollector 4.2.3………………………

guidevane 3.3.32………………………………

H

harmfulgasandvapor 2.36……………………

harmfulsubstance 2.37…………………………

heatbalance 3.2.10………………………………

hood 3.3.17………………………………………

hoodfacevelocity 3.2.11………………………

hydraulicity 2.29…………………………………

I

impactdustscrubber 4.2.8………………………

inductiveventilation 3.1.15……………………

industrialtoxicology 2.44………………………

industrialventilation 3.1.2………………………

inertialdustcollector 4.2.2……………………

inletport 3.3.13…………………………………

initialresistanceoffilter 4.1.24………………

inorganicdust 2.10………………………………

integralenclosure 3.3.20………………………

irritantgas 2.48…………………………………

J

jet 3.2.16…………………………………………

L

laboratoryhood 3.3.24…………………………

lateralhood 3.3.26………………………………

lethaldose(concentration);LD(LC) 2.52……

localexhaustventilation;LEV 3.1.11…………

localrelief 3.1.10………………………………

localventilation 3.1.7……………………………

M

massconcentration 2.39…………………………

maximumallowableconcentration;MAC
2.64

………

…………………………………………

mechanicalandhydrauliccombineddustremoval
4.1.7…………………………………………

mechanicaldustremoval 4.1.2…………………

mechanicalventilatingsystem 3.1.5……………

mechanicalventilation 3.1.4……………………

mediandiameter 2.19……………………………

medianlethaldose(concentration);LD50(LC50)

2.53

…

…………………………………………

microdust 2.14…………………………………

minimumlethaldose;MLD 2.54………………

mist 2.9…………………………………………

mixed-dust 2.12…………………………………

N

naturalventilation 3.1.3…………………………

numberconcentration 2.41………………………

O

occupationalhazardfactor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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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dust 2.11…………………………………

organizedventilation 3.1.9………………………

P

packedtower 5.2.10……………………………

partialenclosure 3.3.19…………………………

particlesize 2.17…………………………………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PC-STEL 2.63……………………………

permissibleconcentration-timeweightedaverage;

PC-TWA 2.62……………………………………

penetration 4.1.16………………………………

pneumoconiosis 2.42……………………………

poisoning 2.45……………………………………

porouslayerdustcollection 4.1.3………………

porouslayerdustcollector 4.2.5………………

precipitatorgasvelocity 4.1.27…………………

pulvationaction 2.33……………………………

push-pullhood 3.3.23…………………………

R

receivinghood 3.3.22……………………………

reentrainmentofdust 2.34………………………

resistivity 2.28……………………………………

respirabledust 2.16………………………………

rimexhaust 3.3.27………………………………

rimventilation 3.1.12…………………………

S

samplinghole 3.3.16……………………………

settlingvelocity 2.30……………………………

sieve-platecolumn 5.2.11………………………

smoke 2.8…………………………………………

spot-typedustremovalsystem 4.1.9……………

supplyairrate 3.2.2……………………………

surfacecondenser 5.2.8…………………………

suspendedvelocity 2.31…………………………

T

thermaloxidation 5.1.5…………………………

thermalpressure 3.2.5…………………………

thresholddose 2.55………………………………

totaldust 2.5……………………………………

toxicant 2.43……………………………………

U

ultra-microdust 2.15……………………………

V

vacuumcleaning 4.1.12…………………………

valve 3.3.9………………………………………

ventilation 3.1.1…………………………………

ventilationduct 3.3.3……………………………

ventilationequipment 3.3.1……………………

ventilationrate 3.2.1……………………………

ventilationanddustcontrol 4.1.1………………

ventilator 3.3.8…………………………………

Venturiscrubber 4.2.9…………………………

visibledust 2.13…………………………………

volumetricconcentration 2.40…………………

W

wettability 2.27…………………………………

wetdustcollection 4.1.5…………………………

wetdustcollector 4.2.7…………………………

wetmethodoperating 4.1.6……………………

windpressure 3.2.6………………………………

workingresistance 4.1.14………………………

Z

zoneofnegativepressure 3.2.8…………………

zoneofpositivepressure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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