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灰过滤器 第 1 部分 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由北京粉末冶

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与钢研华普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编写了《飞灰过滤器 第1部分 

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2、主要承办单位完整名称、副主办单位或协作单位完整名称 

主办单位：钢研华普科技有限公司 

钢研华普科技有限公司单位成立了《飞灰过滤器 第1部分 技术规范》标准

制定工作小组。工作组确定了各成员的工作职能和任务，制订了工作计划和进度

安排，确定了制定原则及内容。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苏兵权 

3、制修订标准的主要工作过程 

1、2024年9月，钢研华普公司成立了《飞灰过滤器 第1部分 技术规范》标

准编制组，明确了起草人和任务，制定了工作计划及制定原则。 

2、2024年10月 编制组收集相关信息，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进行了技术咨

询、市场调查、技术指标及应用发展趋势的调查。 

3、2024年11月，编制组收集、整理、对比分析了相关企业的专业技术资料，

结合当前国内煤气化、生物质气化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和用户的需求，形成了

标准的草案。 

4、2024年12月编制组对标准的草案进行内部讨论、修改及论证，形成了标

准的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钢研华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牵头组织制定，北京粉末冶金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中关村材料试验技术联盟为参加单位。 

主要成员：苏兵权、杨烜、周亮、王兴华、戴颖 

所做的工作：苏兵权负责资料收集，标准草案初稿撰写工作；杨烜负责标准

方案制定，标准修订以及与相关单位联络沟通等工作；周亮负责标准规划、标准

审核等工作；王兴华、戴颖负责技术数据审核与设计标准化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标准编制原则 

为满足市场需要和使供需双方公平受益，标准格式按照 GB/T 1.1-2020的标

准要求进行制定。本标准坚持以生产实际的可操作性为前提，以满足其实践性、

适应性、先进性等需要为原则。制定的标准有利于规范市场，切实可行，具有可

操作性，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

效益。同时充分考虑企业、使用单位及相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主要内容 

2.1 关于“范围”：本文件规定了飞灰过滤器的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设计压力不大于 35MPa、设

计温度范围：0~900℃。 

2.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在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中，引

用了 GB/T150、TSG 21、GB/T713、GB/T24511 等 23 项标准。 

2.3 关于“技术要求”：本标准根据目前生产水平现状、用户需求及使用情

况，规定了飞灰过滤器建造的技术要求，包括技术参数要求、材料和外购件要求、

结构要求及制造要求。 

2.4 关于“型式与基本参数”：本标准给出了飞灰过滤器的结构型式、常用

的过滤组件布置方式、滤芯与管板的连接方式及基本参数（长度、过滤精度）。 

2.5 关于“性能评测”：本标准给出了滤后气体中含尘浓度和过滤器压差性

能评测方法。 

2.6 本文件还规定了飞灰过滤器的检查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内

容。 

三、主要产品情况分析 

本标准规定了飞灰过滤器的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设计压力不大于 35MPa、设计温度范围：0~900℃。 

飞灰过滤器结构设计相对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大部件：反吹阀门、反

吹环管组件、上封头、反吹气体分配组件、过滤组件、筒体、进气分配组件、下

锥体。 

高温飞灰过滤器设计用于去除粗合成气中的杂质，工作原理：含尘合成气通



过管道流入壳体的底部，气体由进气立管分流到气体分布装置中。含尘合成气由

外向内通过圆形滤芯，气体中的颗粒物质被阻挡在滤芯外。净化后的气体穿过文

丘里喷射器的喉管，然后进入飞灰过滤器的顶部。灰尘颗粒积聚在滤芯外形成一

层滤饼。脉冲清洗气流会定期反向穿过滤芯，致使滤饼层从滤芯外部脱落，因重

力落进壳体的锥形底部。这个清洗程序能够同时清洗多个滤芯。因此，可将所有

滤芯分成不同的组（滤芯组）。 

控制系统(PLC)控制的反吹阀门可以触发脉冲清洗气流。清洗气流由独立的

管路（壳体顶部的环形管）从反吹气流分布器引入到壳体中的反吹口来对每个滤

芯组进行清洗。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系统会按顺序清洗各个滤芯组，这个时间间

隔由当前的压力差决定。同样，这个时间间隔也取决于气体含尘量、气体通过飞

灰过滤器的流量和流速。 

本标准编制关键信息来源于工程实践，在我国煤化工领域大约有 35 套飞灰

过滤器应用场合，本标准的结构设计、参数设定参考工程设计项目图纸。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飞灰过滤器主要应用在煤气化领域，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煤气化技术需

要朝着高效率、规模化的方向发展。煤气化技术作为煤炭化工技术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及时更新相关设备仪器，同时需要出台相关政

策，引导煤炭液化技术向商业化方向发展。经过长期发展，传统煤化工生产技术

已成熟，处于阶段性供大于求，但产能存在结构性过剩且具有高能耗、高污染、

资源利用率低、附加值低的特点。新型煤化工是以煤炭为原料制备传统石油化工

产品是上一轮油价高峰时期我国开辟的独具特色的新型煤化工路线，主要包括煤

制烯烃（MTO）、煤制油、煤制气等路线。我国传统煤化工行业发展时间较早，

行业发展一直伴随着高能耗、重污染的属性，在国家环境政策宽严相济的背景下，

我国能源结构正在逐步发展改变，未来煤化工行业将向着现代煤化工方向发展，

煤炭资源应用将向着高效、节能、绿色的现代煤化工方向转移。煤炭产能产量过

剩，煤炭价格有望持续下降，而煤化工作为以煤炭为原材料的化工原料制造行业，

下游应用领域广阔，产品需求较大，有望从中大幅受益。 



飞灰过滤器产品已在煤化工干法除尘领域、生物质气化领域、石油焦气化领

域得到成熟应用，国内外干法除尘工艺普遍采用该产品。飞灰过滤器核心过滤元

件通过多年来的升级优化，由原陶瓷滤芯升级为 Fe3AL合金粉末烧结滤芯，满足

工艺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有效的解决用户生产中的困扰。在高温下对合成气有

效净化，可简化工艺流程、节能降耗，适合广泛推广。 

当前飞灰过滤器还未有相关标准，这不利于生产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也影响

下游生产商的制造技术及配套能力提升。统一标准将有利于飞灰过滤器产品的技

术的自主创新与应用，提高飞灰过滤器建造水平和市场配套能力。拟制定飞灰过

滤器技术规范，以利于推动粉煤气化、生物质气化、石油焦气化新工艺技术的推

广应用，指导该产品的质量控制，规范企业的有序竞争，促进相关领域的技术进

步和发展。 

六、国内外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对比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本标准属于产品标准体系“压力容器”下的“过滤器”。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