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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1983年出版的国内关于这门技术的第一本理论专著的新一版。
与
1983年版相比，不仅反映了最新技术成果，更突出了理论上的系统性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指导作用。

本书系统地建立了洁净室理论体系，首次提出洁净室特性指标，均匀分布与
不均匀分布特性，最小检测容量、新风处理新概念等许多新观点、新方法，是作
者30多年的科研成果与心得的总结。
它的理论性、新颖性和系统性，使其成为
空调净化专业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的必备参考书。

全书分十六章，系统地论述了空气洁净技术的基本原理，内容主要包括微粒
及其分布特性；大气尘特性和我国大气尘的分布规律；悬浮微粒的特性和在室内
的运动特性；过滤机理和过滤器的各项特性及高效过滤器的结构设计计算；空气
洁净度级别的理论基础以及它和成品率的关系；工业洁净室和生物洁净室以及局
部洁净区的作用原理、特性、计算理论和具体计算方法以及采样和检测的理论与
方法。
书中还提供了一些设计和测试用的数据、公式、计算方法及步骤等。
每章
未列有参考文献，书末列有常用术语（中、英、日对照）和索引。

本书也可供环保、医药、食品、纺织、电子、仪表、气溶胶、精细化工、大
气物理、生物工程、农业工程以及文物档案保管等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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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钟麟1935年生，安
徽省歙县人，1959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1962年同济大学
研究生毕业。
现为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空气调节研究所
研究员、室主任，国家建筑
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空调
净化工程检验室主任，洁净
学会空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卫生经济学会医疗卫
生建筑专业委员会理事，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程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条件审定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出版了《空气洁净技术原
理》、《空气洁净技术应用》和《洁净室设计》等专著以及参编设计手册、技术辞典等书
籍；主编了《空气洁净技术措施》和《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以及参编洁净手术部、洁净
护理单元、空气过滤器等多本规范、标准。
发表论文百余篇。
先后负责或独立完成的科研成
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国家发明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部级科技进步奖3
项；参与的科研获得科学大会奖1项，部级奖2项。
负责或独自获得“可分离外框的管式
空气过滤器”等国家专利13项。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业余还热心科普创作，是我国解放后最初一批的科普作家之一
（笔名路明），发表科学文艺、科学小品百余篇，是《十万个为什么》物理分册的主要作者，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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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微粒的分类
1―1－1按微粒的形成方式分类1―1―2按微粒的来源分类1―1―3按微粒的大小
分类1―1―4微粒的通俗分类
1－2微粒大小的量度
1－2一1粒径1－2－2平均粒径
1－3微粒的统计分布
1―3－1粒径分布曲线1―3―2按粒径的正态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1－3－3在双对
数纸上的粒径分布1―3－4按密度的分布
1－4微粒大小的集中度
1－5对数正态分布的应用
1―5―1集中度的确定1―5―2平均粒径的计算1―5―3粒径分布的几种关系
1－6粒数统计量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室外空气中的悬浮微粒――大气尘
2－1大气尘的概念
2－2大气尘的发生源
2―2―1自然发生源和人为发生源2－2－2大气尘的发生量
2－3大气尘的组成
2－3―1无机性非金属微粒2―3―2金属微粒2―3―3有机性微粒2―3―4有生
命微粒2―3―5大气尘的一般组成
2－4大气尘的浓度
2－4―1浓度表示方法2－4―2大气尘浓度的自然基础值2―4―3计重浓度
2－4－4计数浓度2－4－5计数浓度和计重浓度的对比
2－5大气尘的粒径分布
2―5－1全粒径分布2―5―2在双对数纸上的分布2―5―3在垂直高度上的分布
2－6影响大气尘浓度和分布的因素
2―6―1风的影响2―6―2湿度的影响2―6―3绿化的影响
2－7大气微生物的分布
2－7－1浓度分布 2－7－2粒径分布
参考文献
第三章 对微粒的过滤机理
3－1过滤分离
3－2过滤器中的基本过滤过程
3－3纤维过滤器的过滤机理
3－3－1拦截（或称接触钩住）效应3－3－2惯性效应3－3－3扩散效应
3－3－4重力效应 3－3―5静电效应
3－4计算纤维过滤器效率的步骤
3－5孤立单根纤维对微粒的捕集效率――孤立圆柱法
3―5－1拦截捕集效率3―5－2惯性捕集效率 3－5－3扩散捕集效率3－5―4重
力捕集效率 3－5―5静电捕集效率3―5―6孤立单根纤维对微粒的总捕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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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影响3―8―7气流温度的影响3―8―8气流湿度的影响3―8―9气流压力的
影响3－8－10容尘量的影响
3－9毛细管模型概说
3－10颗粒过滤器的效率
参考文献
第四章 空气过滤器的特性
4－1空气净化系统中过滤器的作用和分类
4－2过滤器的特性指标
4－3面速和滤速
4－4效率
4－4－1效率4－4―2穿透率4－4－3净化系数
4－5阻力
4―5－1滤料阻力4－5－2过滤器全阻力
4－6容尘量
4－7过滤器的设计效率
4－8过滤器的串联效率
4―8―1高效过滤器串联效率4－8－2中效过滤器串联效率
4－9使用期限
4―9―1过滤器寿命4－9―2寿命和运行风量的关系
4－10计重效率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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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发泡材料过滤器
4－14静电自净器
4－14－1静电自净器的用途4－14－2静电自净器的工作原理4－14－3静电自净
器的结构4―14－4静电自净器的效率4―14―5二次电离式静电自净器
参考文献
第五章 高效过滤器的结构设计
5－1高效过滤器气道内的流动状态
5－2高效过滤器的全阻力
5―2―1滤料阻力△P15―2―2气道摩擦阻力△P25―2―3进出口阻力C
5－3最佳波峰高度
5－4最佳深度
5－5波峰角
5－6无分隔板过滤器的结构参数
5－7管形过滤器的计算
参考文献
第六章 室内微粒的运动
6－1作用在微粒上的力
6－2微粒的重力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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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微粒在惯性力作用下的运动
6－4微粒的扩散运动
6－5微粒在表面上的沉积
6―5―1微粒在无送风室内垂直表面的扩散沉积6―5―2微粒在无送风室内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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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影响室内微粒分布的因素6―6―2微粒的迁移6―6―3热对流气流的影
响6－6－4人走动的二次气流影响
6－7气流中微粒的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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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点源污染包络线6―8―2污染源的实际微粒分布6―8―3污染包络线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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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空气洁净度级别的数学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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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由成品率确定空气洁净度的理论方法
7－6－1空气洁净度和单道工序合格率的关系7－6－2多道工序的成品率
参考文献
第八章 洁净室原理
8－1控制污染的途径
8－2气流的状态
8－2－1几种基本流动状态8－2－2紊流过程的物理状态
8－3乱流洁净室原理
8－3－1乱流洁净室原理8－3－2乱流洁净室的风口8－3－3乱流洁净室的效果
8－4单向流洁净室原理
8－4－1单向流洁净室的分类8－4－2单向流洁净室原理
8－5单向流洁净室的三项特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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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辐流洁净室原理
8－6－1辐流洁净室的形式8－6－2辐流洁净室原理
8－7洁净室的压力
8－7－1静压差的物理意义8－7－2静压差的作用8－7－3洁净室与邻室间防止缝
隙渗透的静压差的确定8－7－4洁净室与室外（或与室外相通的空间）之间防止缝
隙渗透的静压差的确定8－7―5乱流洁净室防止开门时进入气流污染的静压差的确
定8－7－6单向流洁净室防止开门时进入气流污染的静压差的确定 8－7－7建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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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人室的缓冲与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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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一1洁净室测定的种类16－4―2洁净室的测定状态16一4－3必要测点数
16―4－4连续采样方法16－4－5影响测定结果的因素
16－5洁净度级别的评定
16―5－1洁净度级别的评定标准16―5―2动静比16―5―3大气尘浓度的修正
参考文献
常用术语（中 英 日对照）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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