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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膜孔径的测定 标准粒子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标准粒子法测定多孔膜孔径的原理、试剂、仪器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空纤维式、平板式、管式等多孔膜平均孔径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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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103—2006 膜分离技术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0103—2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20103—2006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膜 membrane
表面有一定物理或化学特性的薄的屏障物,它使相邻两个流体相之间构成了不连续区间并影响流

体中各组分的透过速度。
[GB/T20103—2006,定义2.1.1]

3.2 
多孔膜 porousmembrane
具有多孔和开口结构的膜。
[GB/T20103—2006,定义2.1.19]

3.3 
孔径 porediameter
膜孔直径的标称。
[GB/T20103—2006,定义2.1.31]

3.4
平均孔径 meanporesize
膜表面孔径的平均值。
[GB/T20103—2006,定义5.1.6]

3.5
标准粒子 standardparticle
粒径分布集中均一、物理化学性质稳定的球形粒子,可作为测定多孔膜孔径的“量具”。

3.6
错流膜过程 crossflowmembraneprocess
压力推动给料平行于膜表面流动(切向流),而透过液垂直透过膜(垂直流)的分离过程。

1

GB/T38949—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