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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的术语与技术指标参考了 GB/T31159—2014《大气气溶胶观测术语》、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等技术法规、标准。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Ⅱ

JJF1659—2017



PM2.5质量浓度测量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 用 基 于 振 荡 天 平 原 理、 b射 线 原 理 和 滤 膜 称 重 原 理 且 采 样 流 量 为

16.67L/min,测量范围 (10~1000)μg/m3的PM2.5质量浓度测量仪器的校准。其他

原理、流量和测量范围的质量浓度测量仪可参照本规范进行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31159—2014 大气气溶胶观测术语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和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空气动力学直径 aerodynamicdiameter
与所表征粒子具有相同的运动速度,密度为1g/cm3球形粒子的直径。

3.2 细颗粒物 fineparticle(PM2.5)
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等于2.5μm的气溶胶粒子。

3.3 切割器 particleseparatedevice
指具有将不同粒径粒子分离功能的装置。

3.4 工作点流量 airflowrate
在工作环境条件下,采样流量保持定值,并能保证切割特性的流量。

4 概述

PM2.5质量浓度测量仪 (以下简称仪器)是用于测量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直径不

大于2.5μm 的颗粒物质量浓度的仪器。根据仪器测量原理的不同,分为滤膜称重法、
振荡天平法、β射线吸收法。仪器一般由样品采集单元 (包括采样口、PM2.5切割器和

采样管等)、样品测量单元、数据处理单元和显示单元组成。其工作原理为:仪器以恒

定流量抽取环境空气样品,样品采集单元将颗粒物进行切割分离并输送到样品测量单

元,样品测量单元对PM2.5颗粒物样品进行测量,数据处理单元将测量结果进行分析计

算,最后由显示单元输出测量结果。仪器结构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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