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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１６８９０《一般通风用空气
过滤器检测标准》简介
新乡平原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李　杰☆

摘要　介绍了标准修订的背景及主要内容。通过和现有标准ＥＮ７７９进行对比，详细分析

了新版标准内容的变化。新标准使用了全新的测试和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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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６年底，ＩＳＯ１６８９０《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

器检测标准》已生效并全面实施［１］，同时替代使用

多年的ＥＮ７７９
［２］标准和ＡＳＨＲＡＥ５２．２

［３］标准，

２０１８年将全面废止ＥＮ７７９标准。

因此，相关从业人员需要尽快了解和掌握新标

准的要求，适应规则变化，及时跟进产品的研制和

测试标准，适时提供市场所认可的标准产品，从而

有效规避市场限制。笔者对ＩＳＯ１６８９０标准进行

介绍，并与ＥＮ７７９标准进行对比分析，以明确标

准的主要变化。

１　背景

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使用污染颗粒物的

大小及数量来评估空气质量，目前业内也采用这种

方法。随着ＩＳＯ１６８９０测试标准实施，过滤器的效

率将以ＰＭ１，ＰＭ２．５和ＰＭ１０这样的分类为基础

确定，接轨大气污染评价指标，这样可确保过滤器

更有针对性地、以其实际性能的好坏为标准进行评

估。

现有的ＥＮ７７９标准仅用０．４μｍ粒径的

ＤＥＨＳ（癸二酸二辛脂）标准尘来评估产品的过滤

性能并分级；ＡＳＨＲＡＥ５２．２则主要通过测试粒

径大于３μｍ的污染物来评价产品过滤效率和纳

污容量，但此范围的颗粒数量与空气中全部污染

颗粒的占比不到０．２％。这样的测试尘和真实的

大气尘差异非常大，也就是说按此标准测试结

果，正常的产品在真实的使用环境中可能会表现

很差，这就要求业界采用更合理、更能反映产品

真实使用条件下过滤性能的测试标准及产品分

级标准。

２　标准内容

标准内容包括４个部分：１）技术规范、要求及

基于粒径过滤效率的分级体系；２）分级效率测试

和流动阻力测试；３）计重效率确定及流动阻力对

应容尘量变化关系；４）静电消除方法及测定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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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测试效率。

３　标准内容的主要变化

ＩＳＯ１６８９０标准与ＡＳＨＲＡＥ５２．２和ＥＮ７７９

标准的不同在于，它的产品等级设定通过测量并

计算过滤器捕获的颗粒物的质量即容尘量来判

定，而试验中捕获颗粒物的粒径分布状态为标准

设定的２种典型分布状态，分别称为标准城市大

气尘颗粒分布态（见图１）和标准乡村大气尘颗粒

分布态（见图２）。分布状态为对数正态分布的双

峰曲线，２个高点分别位于粒径０．３μｍ和１０μｍ

图１　标准城市大气尘颗粒分布态

图２　标准乡村大气尘颗粒分布态

附近，２种分布都用粒径及其相对质量关系曲线

显示。图示双峰曲线很典型，小粒径颗粒曲线主

要反映燃烧导致的微尘污染（如汽车尾气、燃煤

发电厂等），大粒径颗粒曲线主要反映风吹导致

的土壤扬尘污染。简单来说，就是用标准给定的

典型大气尘分布（城市和乡村２种），通过使用标

准尘对受试过滤器进行效率试验，对某一粒径下

的各个分级计数效率与对应粒径在此分布中的

积分进行加权平均，从而计算出标准大气尘对应

此粒径的过滤效率。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展示

过滤器在真实环境中的过滤效果，也更易于为公

众所理解。

实践中可根据产品预期使用环境选定相应模

式后进行测试，取得相关测试数据，再依照标准

规定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出被测试过滤器按标

准分布状态条件下的过滤效率犲ＰＭ１，犲ＰＭ２．５和

犲ＰＭ１０，下标ＰＭ１，ＰＭ２．５，ＰＭ１０分别表示直径小

于其数值的颗粒（标准规定下限为０．３μｍ），犲ＰＭ１

为对直径小于１μｍ的污染颗粒的过滤效率，

犲ＰＭ２．５，犲ＰＭ１０的意义类同。新标准选取这几个代表

性的粒径是考虑到这是多国环保机构通常监测

的污染颗粒范围，也就是公众所关注的污染物粒

径范围。

为了方便比较过滤器的性能，新标准设置了基

于上述３种粒径范围过滤效率的表格（见表１），而

不使用ＥＮ７７９标准中单一粒径的过滤效率（０．４

μｍ）或ＡＳＨＲＡＥ５２．２标准的 ＭＥＲＶ（最低效率

报告值）效率分级，这样的改进更能准确反映过滤

器的过滤能力，也使用户更易于选择所需的产品，

甚至对于关心空气质量的用户，可以在查到所处位

置的公开大气污染数据后，试算使用某种过滤产品

时室内空气的清洁程度。

表１　ＩＳＯ１６８９０的分级过滤效率

ＩＳＯ犲ＰＭ１ 犲ＰＭ１ｍｉｎ≥５０％

ＩＳＯ犲ＰＭ２．５ 犲ＰＭ２．５ｍｉｎ≥５０％

ＩＳＯ犲ＰＭ１０ 犲ＰＭ１０≥５０％

ＩＳＯｃｏａｒｓｅ 犲ＰＭ１０＜５０％

　　为了便于理解，列出了新标准的主要变化（见

表２）。

４　结语

ＩＳＯ１６８９０标准是一项全新的标准，充分考虑

到了公众需求，给出了贴近实际的判定方法和标

准，对使用者选择使用产品有实用参考价值，同时

也避免了不良产品的鱼目混珠，从而可以建立起公

众对优质产品的信任并正确选择所需产品。在目

前大气污染较严重的情况下，这一标准的出台很有

意义。

新标准虽然在评价空气过滤产品的方法上有

大的变化，但对测试设备的要求和测试方法则基本

和ＥＮ７７９及ＡＳＨＲＡＥ５２．２一致，只要稍加调整

即可满足新标准的要求，并不会对相关的企业和测

试单位产生额外的成本负担，这也是该标准更容易

被业界接受的关键点。

总体来说，新标准较之前的标准思路清晰，体

系严谨，能明确界定产品的性能，便于用户选择，易

于被公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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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新旧标准对照

ＥＮ７７９２０１２ ＩＳＯ１６８９０

客观性、真实性 测试使用人工测试尘，通过至少５个步骤来判定
过滤效率和容尘量

按不同粒径分布对新试样进行分段测量

依据对０．４μｍ粒径测试尘的多次测量取均值 消静电处理２４ｈ后再次测量

分段计算平均过滤效率得出不同粒径过滤效率值

不能反映产品真实性能 基本反映产品真实性能

对过滤产品的评测 仅针对０．４μｍ粒径测试尘的过滤性能进行评价 综合评价０．３～１０μｍ粒径测试尘的过滤性能

过滤产品性能标定 分级标定（Ｇ２～Ｆ９） 分段测试并计算出犲ＰＭ１，犲ＰＭ２．５和犲ＰＭ１０，随产品告知用户

无具体过滤粒径信息 列示产品对３种典型粒径污染颗粒的过滤能力，具体明确

产品使用环境 没有说明 特别提出了产品的使用环境条件，如城市、乡村环境的不同

过滤产品性能指标 平均计算效率 犲ＰＭ１，犲ＰＭ２．５和犲ＰＭ１０

平均计数效率 纳污容量（使用ＩＳＯ标准尘）

最低效率（Ｆ７～Ｆ９） 初始计重效率

纳污容量（使用ＡＳＨＲＡＥ标准尘） 流动阻力

流动阻力

产品分级方法 级别标识（Ｇ２～Ｆ９） ４个区段：ＩＳＯ犲ＰＭ１，ＩＳＯ犲ＰＭ２．５，ＩＳＯ犲ＰＭ１０和ＩＳＯ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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