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灰过滤器 第 2 部分 运行维护导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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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钢研华普科技有限公司单位共同编写了《飞灰过滤器 

第2部分 运行维护导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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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成立了《飞灰过滤器 第2部分 运行维护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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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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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 运行维护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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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当前国内飞灰过滤器的生产运行维护水平和用户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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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成员：杨烜 1 周亮 2 苏兵权 3 戴颖 4 王兴华 5。 

所做的工作：杨烜1负责标准规划、资料收集，标准草案初稿撰写等工作；周

亮2，苏兵权3负责标准方案修订工作；戴颖4负责标准审核工作；王兴华5标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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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等需要为原则。制定的标准有利于规范设备运行维护，切实可行，具有可

操作性，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维持飞灰过滤器连续长周期运行，提高设备使用

单位的经济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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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验收、运行管理、正

常维护、故障处理。本文件适用于煤、石油焦、生物质气化工艺装置中的飞灰过

滤器系统的运维管理。 

2.2 关于“飞灰过滤器的检查与验收”：本标准根据目前用户需求及使用情

况，规范了飞灰过滤器的检查与验收的要求，包括过滤器本体和过滤器电气部分

的检查与验收标准。 

2.3 关于“飞灰过滤器的运行管理”： 本文件“灰过滤器的运行管理”一章

逐条规定了飞灰过滤器的运行条件、开车注意事项、正常运行监控的内容，以及

停车步骤和停车保护事项。 

2.4本文件还规范了飞灰过滤器系统的维护、检修与典型故障处理等内容。 

三、主要技术要素说明 

飞灰过滤器系统是煤、石油焦、生物质气化工艺装置中的重要设备，系统运行维

护是保证飞灰过滤器系统连续有效运行的关键。 

本次标准，是针对飞灰过滤器系统运维管理过程中的重点项，如检查与验收、

运行管理、设备维护、故障处理等提供了一些合理性建议，具体说明如下： 

3.1飞灰过滤器的检查与验收：设备验收是设备质量的保障，本次标准从过

滤器本体部分（如过滤器罐体、反吹气储罐、反吹管与阀门、过滤器内件、滤芯

等）、电气部分（如外部电气设备、电气接线、控制系统等）两大方面，给出了

检验要求和合格标准，以确保系统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质量，为后续顺利开

车奠定基础。 

3.2 飞灰过滤器的运维管理：本次标准约束了飞灰过滤器运行的前提条件；

同时给出了设备运行的关键注意事项，以及也明确了设备运行中需要监控的重点

参数（如压差监控、出口含尘量、快开反吹阀等）和监控方法和应对处理方式。



本标准同时也给出了设备停车程序，以及停车后的设备保护方法。 

3.3 飞灰过滤器的维护：本标准给出了设备日常检查的必要性，并推荐所需

要日常检查记录的项目。明确了检修的内容和处理方法（如罐体内部的总体检查、

反吹阀的检修）。 

3.4 故障处理：本标准列出了飞灰过滤器系统典型故障，以及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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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就飞灰过滤器的运行维护，提供了合理性建议，确保设备的安全、高

效、稳定运行，保障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避免意外发生。延长设备使用企业的

检修周期，减少检修次数，从而减低设备使用单位的运维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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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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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