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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10893.1-2012《压缩空气干燥器 规范与试验》和 GB/T 10893.2-2006《压缩空气

干燥器 第 2部分：性能参数》。本文件与 GB/T 10893.1-2012 和 GB/T 10893.2-2006 相比，主要变化如

下： 

——将两个文件合并，调整了文件结构； 

——增加了压缩热干燥器适用的工况要求 A3； 

——增加压缩热干燥器的压降要求； 

——增加压缩热干燥器的露点等级。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SO 7183:2007《压缩空气干燥器  规范与试验》。 

考虑到我国国情，本文件在采用 ISO 7183:2007 时，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差异已编入正文中，

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 G 中给出了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的一

览表以供参考。 

为了便于使用，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文件”； 

b)  删除 ISO 7183:2007 前言。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4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极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 年首次发布为 GB/T 10893-1989，2006 年增加 GB/T 10893.2-2006,2012 年第一次修订； 

——本文件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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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干燥器  规范与试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不同类型压缩空气干燥器试验的标准状态和规定工况，描述了性能试验方法，给出了

不确定性和试验报告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工作压力大于 0.05 MPa 且小于等于 1.6 MPa 的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器、渗膜式压缩

空气干燥器、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器（包括通过冷却干燥）、组合式压缩空气干燥器的试验。 

注 1：本文件涉及的干燥器的工作原理参见附录 A。 

注 2：本文件规定了用于确定节能装置性能的部分载荷试验方法。 

注 3：本文件不适用于吸收式压缩空气干燥器、过压缩式压缩空气干燥器、内置式压缩空气干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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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86.1    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 图形符号和回路图 第 1 部分：图形符号(GB/T 

786.1-2021,ISO 1219-1:2012,IDT) 

GB/T 4889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的估计与检验 (GB/T 4889-2008,ISO 

2854:1976,MOD) 

GB/T 4980    容积式压缩机噪声的测定 

GB/T 13277.1-2023   压缩空气  第 1 部分  污染物净化等级（ISO 8573-1:2010, MOD) 

GB/T 13277.3    压缩空气 第 3 部分：湿度测量方法(GB/T 13277.3-2015,ISO 8573-3:1999,MOD) 

JB/T 7664    压缩空气净化术语 

ISO 2602    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 平均值的估计 置信区间范围 

３ 术语和定义 

JB/T 766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符 号 

4.1 图形符号 

图 1 到图 3中使用的符号按 GB/T 786.1 的规定。 

4.2 符号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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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术语                国际单位             其他常用单位 

d         管子的实际内径                                  毫米（mm） 

l         螺纹长度                                        毫米（mm） 

m         质量                   千克（kg）          克（g），毫克（mg） 

P         功率                     瓦（W）          兆瓦（MW），千瓦（kW） 

p         压力                   千帕（kPa）             兆帕（MPa） 

q         流量                 立方米每秒（m3/s）     立方米每小时（m3/h）， 

立方米每分钟（m3/min），升每秒（L/s）    

L         潜热                    焦耳（J）           兆焦（MJ），千焦（kJ） 

n         数量                     无量纲 

t         时间                  秒（s）          分钟（min），小时（h），天（d） 

V         容积               立方米（m3）              立方分米（dm3）， 

立方厘米（cm3），立方毫米（mm3）      

W         功                  焦耳（J）      兆焦（MJ），千焦（kJ），千瓦时（kW·h） 

X        测量数据（参数 xi）的平均值 

4.3 下标 

下标                  术语 

AL                   空气损失 

Av                   平均值 

BL                   排放空气损失 

sum                  求和 

DC                  干燥器周期 

i                     区间数 

PF                   吹洗空气流 

PL                   吹洗空气损失 

E                    电能 

v                    干燥塔 

ref                   标准状态 

regn                  再生 

S                     蒸汽能 

s                     系统 

TOT                 总和 

5 标准状态 

标准状态见表 1。 

表 1  标准状态 

空气温度 20 ℃ 

空气的绝对压力 0.1 MPa (a) 

相对水蒸气压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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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定工况 

在评定压缩空气干燥器(以下简称干燥器)和比较两个不同干燥器性能时，规定工况是必须的，规定

工况见表 2。 

设定规定工况是在每周七天、每天 24h 之内干燥器在 100%的额定流量下运行。 

 

表 2  规定工况 

参数 单位 
数值

a 
允差 b 

方案 A1c 方案 A2c 方案 A3c 方案 B 

进气温度 ℃ 35 38 110 45 ±2 ℃ 

进气压力 MPa  0.7 0.7 0.7 0.7 ±0.014  

进气相对湿度 ％ 100 100 - 100 
0

5  

冷却空气进气温度

（适用时） 
℃ 25 38 38 35 ±3 

冷却水进水温度 

（适用时） 
℃ 25 29 29 25 ±3 

环境空气温度 ℃ 25 38 38 35 ±3 

干燥器进口流量 占额定流量的% 100 100 100 100 ±3 

a 压力使用表压值。 

b 选择方案 A或 B根据设备安装地理位置决定。 

c 在温带区选择方案 A1，在亚热带区选择方案 A2，压缩热干燥器选择方案 A3。 

7 性能试验 

7.1 主要性能参数 

对于所有干燥器，在说明或评定产品性能以及比较不同的干燥器时，需要以下主要的性能参数数据： 

— 压力露点； 

— 流量； 

— 压降； 

— 能量消耗； 

— 系统空气损失； 

— 出口温度； 

— 噪声。 

干燥器的进口压力和进口温度宜在额定的满负荷条件下测量。为避免测量点与进口处之间因冷却或

压降产生的误差，进口压力和进口温度应当在干燥器的进口处测得。制造商有义务提供附录 B 中规定的

数据。 

所有性能试验的进口空气质量符合 GB/T 13277.1-2023 总含油量 4 级、颗粒 4 级的规定，湿度符合

表 2 的规定。如果试验用干燥器需要预过滤器来保证进口空气质量，则这些过滤器应包含在被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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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7.2 压力露点、流量和出口温度 

压力露点的测量应当从表 2 中选择规定工况并在干燥器额定流量下进行。 

出口空气压力露点的测量应按照 GB/T 13277.3 的规定。排气温度也需测量。 

试验设备按图 1 所示布置，也可以根据试验用干燥器类型加以调整。 

 
标引序号说明： 

1——符合条件的压缩空气源；                         10——流量传感器/测量装置； 

2——截止阀；                                       11——消声器； 

3——进气压力传感器/测量装置；                      12——环境相对湿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4——进气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13——环境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5——进气含水量测量仪；                             14——进气压力测量管； 

6——试验用干燥器；                                 15——排气压力测量管； 

7——压力露点传感器/测量装置；                      16——冷却水进水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如果需要）； 

8——出气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17——冷却空气进气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如果需要）。 

9——精密调节阀； 
a 压力测量管参见附录 D。 
b 如果试验用干燥器需提供冷却空气或冷却水，则安装温度测量装置；对于冷冻式干燥器，通常需要配备。 

图 1 典型的压力露点和流量测量试验示意图 

安装在干燥器系统中用来保证干燥器正常运行的过滤器，将包含在图 1 所示的试验系统中，试验设

备的配置记录参见附录 B。 

当干燥器出口压力露点保持在一个特定等级时，干燥器的流量就是干燥器的实际能满足露点要求的

大流量。出口压力露点等级可从 GB/T 13277.1-2023 中的表 2 选取。 

调节进入试验用干燥器的压缩空气，使进气的相对湿度保证在完全饱和状态（至少不超过表 2 的允

差）。可用试验设备来获得完全饱和状态的空气，如气水接触器、蒸汽喷射器等。应当认真选择和使用

测量进气相对湿度的仪表，以确保试验精确、可靠。 

在测量出口压力露点之前，干燥器应当满足制造商推荐的稳定运行阶段。 

在这段时间内一直监测压力露点和流量，直到运行周期内出口压力露点的 大 小变化值小于

0.5℃（平均压力露点值不大于 0 ℃时）或 1 ℃（平均压力露点值大于 0 ℃时）或 2℃（仅适用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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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热干燥器）。 

应记录试验过程中湿度 大时的压力露点值作为压力露点。对于在一个工作周期内压力露点变化显

著的干燥器（例如变温吸附式干燥器），也可以取压力露点平均值。压力露点平均值应按照 7.6.3 计算，

同时测量出口温度的峰值和平均值。 

7.3 压降 

压降是干燥器进出口之间的总压力损失。测量压降应当在干燥器的额定流量下进行，并从表 2 中选

取规定工况。试验设备按图 2 布置排列。如果进口过滤器或出口过滤器属于干燥器的一部分，则测量压

降时应当包括在内。运行稳定状态应当是过滤器已达到饱和状态。 

 

标引序号说明： 

1——符合条件的压缩空气源                                   9——消声器 

2——截止阀                                                 10——环境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3——进气压力传感器/测量装置                                11——冷却水进水温度表（如果需要） 

4——进气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12——冷却空气进气温度表（如果需要） 

5——试验用干燥器                                           13——进气压力测量管 

6——压差计                                                 14——出气压力测量管 

7——精密调节阀                                             15——压差计（水侧） 

8——流量传感器/测量装置                                    16——流量传感器/测量装置（水侧） 
a 压力测量管参见附录 D。 
b 如果试验用干燥器需提供冷却空气或冷却水，则安装温度测量装置；冷冻式干燥器通常需要配备。 

图 2 典型的压降测量试验示意图 

干燥器的压降应保持实际可行的 小值。因为通过增大干燥器规格减小压降可能会导致投资费用的

大幅增加；为限制功率损失和运行费用，压降应低于 大压降。 大压降一般是指干燥器进口工作压力

为 0.7 MPa、流量为 大推荐值、符合规定的露点等级时按表 2 规定的工况进行试验时，实际允许的

大压降。各类干燥器的 大压降见表 3。当进口压力不是 0.7 MPa 时，在 大流量下，冷冻式干燥器允

许的 大压降不应超过进口空气压力的 5%；压缩热吸附式干燥器不应超过进口空气压力的 7%；其他型

式干燥器不应超过进口空气压力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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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最大压降 

干燥器类型 大压降／MPa 

冷冻式 0.035 

吸附式a 0.021（0.049） 

注： 大压降不包括进口和出口过滤器。 
a 小括号内数值仅适用于压缩热吸附式干燥器。 

 

7.4 能量消耗 

7.4.1 概述 

干燥器的能量消耗是干燥器总的能量需求，包括各种不同形式能量的输入总和。例如，吸附式干燥

器会用到作为热能输入的蒸汽和驱动风扇或鼓风机的电能。应当尽可能地在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完整工作

周期（至少一个工作周期）内测取干燥器的平均能量消耗（见 7.6.2）。 

7.4.2 电能 

干燥器消耗的电能（WE，单位为千焦（kJ））应当用读数精度为±1%的瓦特计来测量，并用公式（1）

计算： 

WE=PAV×tDC           ……………………（1） 

式中： 

PAV ——按公式（3）计算的干燥器一个完整工作周期的平均功率，单位为千瓦（kW）； 

tDC   ——干燥器的一个完整工作周期时间，单位为秒（s）。 

7.4.3 蒸汽能 

测量蒸汽源的能量输入，应当收集干燥器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内凝结的液态水，并记录其进口压力。

蒸汽能（WS，单位为千焦（kJ））可以按公式（2）计算： 

                   WS=m×LV               ……………………（2） 

式中： 

m  ——干燥器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内收集到的蒸汽冷凝水量，单位为千克（kg）； 

LV  —— 蒸汽在供气温度和压力状态下的汽化潜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7.4.4 平均能量 

平均能量（PAV，单位为千瓦（kW））根据公式（3）计算： 

PAV=WSUM / tDC              ……………………（3） 

式中： 

WSUM ——所有输入能量的总和，单位为千焦（kJ）（WE，WS 和其他形式的能量）； 

tDC    ——干燥器工作周期时间，单位为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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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系统空气损失 

7.5.1 概述 

一些干燥器利用系统中的压缩空气来辅助再生，这通常需要损失一部分压缩空气系统中的气量。主

要包含两种情况： 

a） 变压吸附过程中向环境排放的部分压缩空气形成的排放空气损失。 

b） 由一股经减压通过再生塔的干燥空气形成的吹洗空气损失。 

除了以上情况的空气损失外，还要指出的是，通过排水装置损失的空气量也不可忽略。 

7.5.2 再生式干燥器的排放空气损失 

当干燥器中的干燥塔向大气排放压缩空气时就会发生排放空气损失，通常发生在吸附剂开始再生

时。排放空气损失（VBL，单位为立方米（m3））可以根据公式（4）计算： 

                VBL=VV×((ps-pregn)/pref)×n      ……………………（4） 

式中： 

VV     ——干燥塔单塔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ps      ——系统压力，单位为兆帕（绝压）（MPa(a)）； 

pregn  ——再生压力，单位为兆帕（绝压）（MPa(a)）； 

pref   ——标准大气压力，单位为兆帕（绝压）（MPa(a)）； 

n    ——每一完整工作周期排放空气的次数。 

不推荐直接测量排放空气损失，建议使用公式（4）计算。 

注：干燥剂容积的影响随干燥剂的类型不同而不同，且这种影响很小，在计算中可以忽略不计。 

警告：在排放过程中，大量的空气在很短时间内排向环境大气，气流形成瞬时的大流量和高速度，

这样可能损坏流量计并产生安全隐患。 

7.5.3 再生式干燥器的吹洗空气损失 

吹洗空气损失是指从压缩空气流中分流出来用作再生的全部空气，是从系统中损失的。因为需要消

耗吹洗空气，所以干燥器的出口流量小于进口流量。 

测量吹洗空气流量应当按图 3 布置排列。因为测量吹洗空气流量时增加的背压可能会影响干燥器的

性能，所以该试验不宜和压力露点测量试验同时进行，。 

警告：测量变压吸附式干燥器的吹洗空气损失时，因为可能会由于空气的快速排放造成流量计和吹

洗空气测量设备的损坏，甚至产生安全隐患，所以避免在排放空气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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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符合条件的压缩空气源                               8——精密调节阀 

2——截止阀                                             9——流量传感器/测量装置 

3——进气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10——消声器 

4——压力测量管                                         11——环境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 

5——进气压力传感器/测量装置                            12——冷却水进水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如果需要） 

6——试验用干燥器                                       13——冷却空气进气温度传感器/测量装置（如果需要） 

7——吹洗或吹扫空气流量计 
a  压力测量管参见附录 D 
b  如果试验用干燥器带有冷却空气或冷却水供应源，则安装温度测量装置；对于冷冻式干燥器，通常需要配置。 
c  吹洗空气源会因干燥器形式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图中仅是一个示意，表示流量计（7）与吹洗空气相应排放口的连接。 

图 3 典型的吹洗空气流量测量试验示意图 

吹洗空气损失（VPL，单位为立方米（m
3
））按公式（5）计算： 

VPL=qPF×tPF           ……………………（5） 

式中： 

qPF  ——吹洗空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tPF  ——干燥器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内吹洗所需的总时间，单位为秒（s）。 

注：这个公式不适用非周期性工作的干燥器。 

7.5.4 再生式干燥器的空气损失计算 

干燥器空气损失流量（qAL，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按公式（6）计算： 

             qAL=Vsum/tDC               ……………………（6） 

式中： 

Vsum——干燥器所有空气损失总和（VBL，VPL和其他任何损失），单位为立方米（m3）； 

tDC  ——干燥器工作周期时间，单位为秒（s）。 

7.5.5 非再生式干燥器的空气损失 

非再生式干燥器的空气损失是指空气从压缩空气系统中损失掉并用作吹扫气，所以干燥器的出口流

量小于进口流量。应按图 3 测量吹扫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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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周期变化的处理 

7.6.1 概述 

某些类型干燥器的实际运行呈周期性变化，特别是变压和变温吸附式干燥器。在一个周期内，其能

量消耗、吹洗空气损失、噪声等的测量值变化显著。 

在试验时，应当同时记录试验数据的平均值和峰值。干燥器的用户可以通过平均值计算出长时间运

行过程中诸如空气损失和能量消耗等给用户带来的运行成本，可以通过峰值计算出供电电源的功率等。 

7.6.2 参数的平均值（不包括含湿量） 

一系列测量值的平均值（ X ，不包括含湿量/压力露点）按公式（7）计算： 

X =(


n

i 1

xi×ti)/tTOT       ……………………（7） 

式中： 

xi   ——在时间间隔 it 内的测量值； 

ti   ——时间间隔，单位为秒（s）； 

tTOT ——总时间，单位为秒（s）； 

n   ——取样数量。取样数量宜大于 30，以获取一个合理的平均计算值。 

7.6.3 含湿量的平均值 

除 潮湿的压力露点外，还可以取平均压力露点值。如果测取平均压力露点值，应当认识到压力露

点与含湿量（例如克每立方米（g/m
3
））是非线性关系，需先将压力露点转换成含湿量，再按下面过程

计算干燥器一个完整工作周期内的压力露点平均值。 

a） 将压力露点（℃）转换为含湿量（g/m
3
）； 

b） 按 7.6.2 计算平均含湿量； 

c） 将平均含湿量转换为压力露点值，这个值就称作平均压力露点（℃）。 

温度范围为-100℃ ～ 0℃ 的冰的饱和压力（pWS,单位为帕（Pa））按公式（8）计算： 

     ln(pWS)=C1/T+C2+C3×T+C4×T2+C5×T3+C6×T4+C7×lnT   ……………（8） 

式中： 

T  ——绝对温度，数值上等于摄氏度值加 273.15，单位为开尔文（K）； 

C1= -5.674 535 9×103； 

C2=  6.392 524 7； 

C3= -9.677 843 0×10-3； 

C4=  6.221 570 1×10-7； 

C5=  2.074 782 5×10-9； 

C6= -9.484 024 0×10-13； 

C7=  4.163 501 9。 

温度范围为 0℃ ～200℃ 的液态水的饱和压力按公式（9）计算： 

ln(pWS)=C8/T+C9+C10×T+C11×T2+C12×T3+C13×lnT   ………………(9) 

式中： 

C8= -5.800 220 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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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1.391 499 3； 

C10= -4.864 023 9×10-2； 

C11=  4.176 476 8×10-5； 

C12= -1.445 209 3×10-8； 

C13=  6.545 967 3。 

公式（8）和公式（9）中的系数（C1到 C13）都来自于 Hyland-Wexler 公式。 

7.7 噪声 

干燥器的噪声测试应按照附录 C。 

7.8 节能装置试验 

许多干燥器配备节能装置，形式多种多样。允许通过不同额定流量下的试验评价该类干燥器性能。 

干燥器进口流量可以设定为额定流量的 75%，50%，25%或 0%中的任意值，其他试验参数应当按照表

2 选取。应当重复进行 7.2～7.7 规定的试验。试验结果应予以记录，记录表格参见附录 B。 

7.9 仪表精度 

试验中使用的仪表精度见表 4。 

表 4   仪表精度 

参数 范围 精度 a 

压力露点 ℃ 

-100 ≤tD＜-40 ±2 

-40 ≤tD＜-10 ±1 

tD≥-10 ±0.5 

压力 MPa 0.05≤p＜1.6 0.4 级 

压降 kPa — ±1.00 

温度 ℃ 0 ～ 100 ±1 

流量 m3/min — ±3% 

功率 W — ±1% 

水流量计 L/min — ±5% 

a 在试验条件下。 

所有与电相关的仪表的精度应当为读数的 2%。 

8  不确定性 

注：按照本条款通常不需要做概率误差计算。 

由于物理测量的特性，不可能测量一个物理量而没有误差，或者说事实上确定任何一项特定测量的

真实误差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测量条件充分已知，则可能估算出或者计算出所测值与真值间的特性

偏差，因而能以一定的置信度断定其真实误差小于此偏差，此偏差的值（通常是 95%的置信度）就成为

该特定测量精度的判断指标。 

假定测量各独立量和气体特性时，可能产生的系统误差可以通过修正补偿。如果读数的数量足够多，

还可进一步假定，读数的置信限和积累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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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的（小的）系统误差包含在测量的不精确度中。 

由于除例外情况外（例如电器传感器），各独立测量的不确定度仅仅是精度级和极限误差的几分之

一，所以经常采用精度级和极限误差来确定这种不确定度。 

有关确定各独立测量的不确定度和各气体特性置信限的数据都是一些近似值，依照 ISO 2602 和

GB/T 4889 改善这些近似程度则耗费巨大。 

9  试验报告 

9.1 说明 

应在标准状态并至少在表 2 的规定工况下测量性能参数。试验结果应包括试验条件下测量获得的试

验数据。 

9.2 性能数据 

性能数据至少包含以下参数： 

a）额定流量下的压力露点； 

b）压降； 

c）压缩空气损失； 

d）能量消耗； 

e）干燥器的运行噪声声压级，对吸附式干燥器还包括： 

       —排放空气噪声声压级； 

— 吹洗空气噪声声压级 

f）冷却水回路的压降； 

g）冷却水的额定流量。 

试验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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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压缩空气干燥器类型 

A.1 概述 

通常可用 GB/T 13277.1 给出的露点等级来规定允许的 高露点。当要求某一特定露点时，应以摄

氏度为单位并辅以适当的公差值来加以说明。干燥器对露点等级的适用性见表 A.1。 

用于选型和确立设计参数的数据见附录 E。 

压降、露点和其他性能参数对投资费用和运行费用的影响见附录 F。 

表 A.1  干燥器对露点等级的适用性 

干燥器类型 
露点等级 

备注 
1 2 3 4 5 6 

吸附式 S S S S — — 

除压缩热干燥器可适用4级

外，露点值高于3级要求通常

不采用 

冷冻式 — — — S S S 
露点值低于4级要求通常不采

用 

  注1：S表示适用。 

注2：露点等级按照GB/T 13277.1的要求。 

A．2 吸附式干燥器 

吸附式干燥器是通过分子的引力和吸附力吸引压缩空气中的气态或液态水分子到固体表面的压缩

空气干燥器。吸附剂可以通过去除吸附的水分而再生。吸附式干燥器可分为： 

a）无热再生干燥器 

无热再生干燥器是利用一股未经加热的气流通过吸附剂使其再生的一种吸附式干燥器。流经吸附剂

载体的空气可以是膨胀并预先干燥过的压缩空气，也可以是通过鼓风机或真空装置引入的环境空气。 

b）有热再生干燥器 

有热再生干燥器是利用被加热的空气通过吸附剂使其再生的一种吸附式干燥器。提供的热量可以通

过电加热装置、蒸汽流或热交换器来获得。加热装置可以设置在吸附剂载体内部或外部。流经吸附剂载

体的空气可以是膨胀并预先干燥过的压缩空气，也可以是通过鼓风机或真空装置引入的环境空气。 

c）压缩热式干燥器 

压缩热式干燥器是使用进入后冷却器之前的热压缩空气来使吸附剂获得再生的一种吸附式干燥器。

当热的压缩空气使吸附剂获得再生之后，在没有吹洗空气损失的情况下被冷却和干燥。 

A.3 渗膜式干燥器 

渗膜式干燥器是由能渗透水蒸气和部分空气的半透膜组成的压缩空气干燥器。选用的这种膜可以促

使水分扩散，而阻止压缩空气中的其他气体分子通过。经过膜扩散的水蒸气通过膜外层保护外壳上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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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通道排向大气。通常，将收集到的水蒸气排向大气时，要使用少量干燥压缩空气，称之为吹扫气。 

A.4 冷冻式干燥器（包括通过冷却干燥） 

冷冻式干燥器是通过冷却冷凝的方式去除水蒸气的压缩空气干燥器。水蒸气冷凝后凝结在冷却表

面，随后被分离、排出。出口处的相对湿度低于 100%，为防止冷却表面有水冻结，冷冻式干燥器的压

力露点通常设计成高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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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干燥器性能试验报告格式 

干燥器性能试验报告格式见表 B.1。 

表 B.1 干燥器性能试验报告格式 

干燥器性能试验报告格式 a 

序号 参数 记录值 单位 

1 用户  —— 

2 干燥器类型  —— 

3 型号  —— 

4 序列号  —— 

5 其他需说明的规格参数： 选配件等  —— 

6 安装要求  —— 

7 电源 相 V Hz —— 

8 压缩空气连接 接口尺寸与类型  —— 

9 冷却水连接 接口尺寸与类型  —— 

10 
正常运行需要的辅助元器

件， 

例如，外接过滤器，附加的热

交换器，风扇等 

 
—— 

11 仪表及辅件 例如，压力表，指示灯等  —— 

12 
规定工况（值） （根据需

要）  

A1 A2 B 
—— 

13 稳定时间    h 

14 试验时间    h 

15 环境温度    —— 

16 环境相对湿度    —— 

17 平均结果  

 压缩空气进口流量   m3/min 

额定流量的百分比   % 

压缩空气进口温度   ℃ 

压缩空气进口压力   MPa(g) 

冷却水进口温度   ℃ 

冷却空气进口温度   ℃ 

冷却水流量   L/min 

冷却水压降   kPa 

 峰值 b 平均值  

压缩空气出口压力露点    ℃ 

压缩空气出口温度    ℃ 

是否包括过滤器  □是 □否  

干燥器或过滤器压降    kPa 

能量需求    如电和蒸汽   kW 

电流    A 

压缩空气损失  吹洗气量、排放损失或吹扫气   m3/min 

噪声等级 GB/T 4980   dB(A) 

18 测试人员  

19 日期、签名  
a
当做部分载荷试验时，每次负载试验使用一张记录表格。 

b
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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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噪声测试 

C.1 通则 

A 计权声压级的测试应在干燥器的一个完整工作周期或稳定工况内进行。干燥器的噪声测试应按照

GB/T 4980 进行。 

噪声测试应当在额定的进口压力、流量和温度条件下进行。 

如果提供降噪设备作为干燥器的标准配置（例如，冷冻式干燥器的隔声罩），那么在噪声测试试验

期间应当使用该降噪设备。使用可选择的降噪设备测得的试验结果不建议记录在标准试验结果中，建议

单独记录并描述清楚。 

C.2 载荷条件和安装条件 

除特殊要求并详细记录在附录 B 中以外，噪声测试的载荷和安装条件应按以下要求。 

——冷冻式干燥器：干燥器应在满负荷条件下运行。干燥器应安装在推荐使用的坚硬地面上。 

——吸附式干燥器：干燥器应调整在吹洗或排放周期内运行。干燥器应安装在推荐使用的固定安装

支架上或坚硬地面上。应测量排放空气时的噪声并单独记录，但该值不应包含在正常工作时的平均噪声

值中。 

——渗膜式干燥器：干燥器应在满负荷条件下运行。干燥器应安装在推荐使用的固定安装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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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压力、温度及露点测量位置说明 

 

D.1 干燥器进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测点设在距干燥器进气和排气法兰一个管直径处。压力表用引压管通过

缓冲器与测压点连接。缓冲器 小容积为 5L，直径至少为高度的 1/4，引压管 小内直径为 6mm，可以

增大缓冲器或加长引压管以消除测量的压力波动。 

D.2 干燥器压降测量时，测点同压力测点。 

D.3 干燥器进气温度和排气温度测点设在距干燥器进气和排气法兰二个管直径处，参见图 D.1。 

D.4 干燥器出口压力露点测点宜在测温点处；如果受试验条件限制，可选取距干燥器出口 近测点。 

 

标引序号说明： 

①——进气温度测点； 

②——进气压力测点； 

③——排气压力测点； 

④——排气温度测点和出口压力露点测点。 

图 D.1 压力、温度、露点测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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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干燥器数据一览表 

干燥器用于选型和确立设计参数的数据见表 E.1。 

表 E.1 干燥器数据一览表 

第 1部分(由用户填写) 

1.1 所选干燥器类型  

空气压缩机类型 往复      口    回转      口     制造厂：        

有油润滑  口    无油润滑  口     型  号：        

压缩机润滑油 矿物油    口    合成油    口    润滑油牌号：     

1.2 干燥器进口状态  

空气流量 1）／(m3/min)   额定值：                大值：                   

压缩空气温度／℃ 额定值：                高值：                   

相对蒸汽压(相对湿度)                         (如该值未知，可假设为 l00％) 

设计压力／MPa 低：                  高：                      

空气质量等级                                           (见 GB／T l3277.1) 

1.3 干燥器出口状态  

要求的露点(见表 A.1)／℃                     或等级：                   

允许压降(见表 3)／MPa                                               

1.4 现场条件  

环境温度／℃ 高：                 低：                      

能供给的冷却水(如需要) 冷却水流量／(m3/min)：                      供水温度／℃：        

干燥器位置(如已知) 储气罐前    □            储气罐后    □ 

电源部分 电压／V：          相数：           频率／Hz：        

控制电压／V：                                         

是否有零线：是□  否□   外壳防护等级(GB 4208)：       

噪声限值及噪声测试标准(如已知)                                            

要求的仪表(压力表、温度计、露点指示仪等)                                   

要求的文件(图样、计算书等)                                                

压力容器规范                             压力容器的容积／(m3或 L)：        

其他说明                                                                  

第 2部分(由供货方填写) 

干燥器类型(全称)                                                       

额定流量下进口空气温度／℃                                            

额定流量下的环境温度／℃                                                    

允许的 高环境温度／℃                                                      

冷却水流量(如适用)／(m3／min)                                              

进水温度(如适用)／℃                     

出水温度(如适用)／℃                          

干燥器进口空气压力／MPa               

进口空气流量 1）／(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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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空气流量
1）／(m3／min)             

再生或吹洗空气流量／(m3／min)             

出口露点／℃                       (见 GB/T 13277.1)或等级：                   

设计压力/MPa                            

压降/MPa             （见表 3） 

干燥器出口空气质量等级                                 （见 GB/T 13277.1） 

电源 功率／kW：      相数：       电流/A  额定值：   大值：       

干燥器噪声值/dB(A)                        采用的测试方法：                   

其他说明                                                                

1)该值是指 20℃、0.1 MPa 标准工况下的干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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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各参数对压缩空气干燥器及运行费用的影响 

    每类压缩空气干燥器的投资和运行费用(不包括减价)可能会因现场条件及用户要求而变化，详见表

F.1。 

表 F.1 各参数对干燥器投资费用和运行费用的影响 

相 

关 

条 

件 

参数 

吸附式干燥器 
冷冻式干燥器 

无热再生式 有热再生式 

投资费用 运行费用 投资费用 运行费用 投资费用 运行费用 

现 

场 

条 

件 

环境温度

和湿度 
无影响 影响很小 

无影响，极

端条件下除

外 

环境温度降低，费用

增加，湿度增大，费

用增加 

随温度增加而

增加； 高允许

温度+50℃ 

随温度增加而增加 

储气罐和

干燥器的

相对位置 

在储气罐前

费用可能较

高 

在储气罐

前费用可

能较高 

在储气罐前

费用可能较

高 

在储气罐前费用可能

较高 

在储气罐前费

用可能较高 
可忽略 

进 

口 

状 

态 

空气质量 
质量差，增

加 
可忽略 

质量差，增

加 
可忽略 质量差，增加 可忽略 

空气压力 
超过l．6 

MPa，增加 

压力增加，

减小 

超过l．6 

MPa，增加 

压力增加， 

减小 

超过l．6 MPa，

增加 
压力增加，减小 

空气温度 

随温度增加

而增加；通

常温度限在

+50℃以下 

随温度增

加 

而增加 

随较高的温

度而增加 
随较高的温度而增加 

随温度增加而

增加；通常温度

限在+50℃以下 

随温度增加而增加 

湿度 可忽略 
随湿度而

增加 

随较高的湿

度而增加 
随较高的湿度而增加 可忽略 随湿度而增加 

出 

口 

状 

态 

空气质量

等级 

等级高，增

加 
可忽略 

等级高，增

加 
可忽略 等级高，增加 可忽略 

干燥器压

降 

如要求低的

压降，则增

加 

压降增大，

系统费用

增大(见

7.3) 

如要求低的

压降，则增

加 

压降增大，系统费用

增大(见7.3) 

如要求低的压

降，则增加 

压降增大，系统费用增大

(见7.3) 

压力露点 

如要求非常 

低的露点，

则费用增加 

露点低，费

用高 

露点低，费 

用高 

露点低，费 

用高 
可忽略 露点低，费用高 

流量 
流量大，费 

用高 

流量大，费

用高 

流量大，费 

用高 

流量大，费 

用高 

流量大，费 

用高 

流量大，费 

用高 

 



GB/T 10893—     

20 

 

表 F.1 各参数对干燥器投资费用和运行费用的影响 (续) 

相 

关 

条 

件 

 

参数 

吸附式干燥器 
冷冻式干燥器 

无热再生式 有热再生式 

投资费用 运行费用 投资费用 运行费用 投资费用 运行费用 

运 

行 

要 

求 

 

 

再生或吹洗 

空气要求 
可忽略 

根据干燥器设

计及要求的露

点，其值为处理

量的3％～15％ 

可忽略 

随再生或吹洗

要求的增加而

增加；再生或吹

洗要求低于无

热式干燥器 

无关 无关 

加热器负荷 无关 无关 
随负荷增加而

增加 

随负荷增加而

增加 
无关 无关 

冷却水 无关 无关 可忽略 
随冷却水要求

的增加而增加 

随干燥器规格

增大而增加 

如需要冷却水，

则增加 

露点指示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可忽略 

露点自动控制 明显增大 明显节约 明显增大 明显节约 明显增大 费用有所下降 

露点仪 费用很大 可忽略 明显增大 可忽略 明显增大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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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本文件与 ISO 7183：2007 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表G.1给出了本文件与ISO 7183：2007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 G.1  本文件与 ISO 7183：2007 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文件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2     引用了适合我国实情的我国标准。     适合我国国情。 

3 

删除了ISO 7183：2007对于吸收、实际水蒸气压

力、吸附、环境、内置设备、干燥剂、露点、压力露

点、干燥器、峰值、渗透、吹洗空气流、再生、相对

湿度、饱和蒸汽压力、吹扫气、稳定时间、试验时间

等17个术语的定义。 

我国的标准JB/T 7664已包含这些

术语的定义。 

6 增加了规定工况A3。 适应压缩热干燥器的技术发展。 

7.2 增加压缩热干燥器的稳定时间。 适应压缩热干燥器的技术发展。 

7.3 增加了压降的要求。 规定压降指标。 

7.9 仪表对于压力精度的要求改为0.4级。 
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与我国对压力

表精度要求一致。 

附录A 增加了概述；删除对吸收式干燥器的定义。 

对干燥器的适用性进行了描述；我

国的标准JB/T 7664已包含“吸收式干

燥器”的定义。 

附录A 增加了干燥器对露点等级的适用性内容 有助于用户对干燥器性能的理解。 

附录B 删除ISO 9614-2测量噪声的方法。 
只保留ISO 3744，该方法和我国压

缩机噪声测量一致。 

附录C 删除ISO 9614-2测量噪声的方法。 
只保留ISO 3744，该方法和我国压

缩机噪声测量一致。 

附录D 

删除了原ISO 7183的附录D（资料性附录） 压力

管测量部分，增加了附录 D（资料性附录）压力、温

度及露点测量位置说明。 

这主要考虑原附录不能明确给出

测点位置，新增加的附录对温度、压力

测量点进行了详细规定，便于对不同的

压缩空气干燥器进行考核和比较。 

附录E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E“干燥器数据一览表”。 有利于对干燥器的评价和描述。 

附录F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F“各参数对压缩空气干燥器

及运行费用的影响”。 

使用户对各类型干燥器有更深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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