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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疏水膜的疏水性能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多孔疏水膜的透水压力和临界润湿值的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膜分离过程中膜孔道中保持为气相或油相、孔径范围为0.01μm~10.0μm的分离

膜疏水性能的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32373—2015 反渗透膜测试方法

GB/T38902—2020 中空纤维膜丝截面结构尺寸的测定 图像分析法

YY/T0282 注射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孔疏水膜 poroushydrophobicmembrane
在膜分离过程中膜孔道中保持为气相或油相、孔径范围为0.01μm~10.0μm的分离膜。

3.2
内接触式多孔疏水膜 internalcontactporoushydrophobicmembrane
膜的内表面接触原料液的状态下使用的中空纤维和管式多孔疏水膜。

3.3
外接触式多孔疏水膜 externalcontactporoushydrophobicmembrane
膜的外表面接触原料液的状态下使用的中空纤维和管式多孔疏水膜。

3.4
透水压力 liquidentrypressure
水透过多孔疏水膜所需的最小压力。
注:单位为兆帕(MPa)。

3.5
临界润湿值 criticalwettingvalue
多孔疏水膜可自脱水的最大润湿深度。
注:单位为微米(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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