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缩空气干燥器 规范与试验》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计划（国标委发〔2023〕64 号文），计划编

号：20232673-T-604，项目名称“压缩空气干燥器 规范与试验”进行修订，主要起草单位：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及行业厂。项目周期 16 个月。 

2 主要工作过程 

计划下达后，即成立了由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首先重新校对了拟采用的国际标准 ISO 7183:2012 翻译稿，并确定了标准的

起草原则和标准的基本内容，随后起草小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对比了草案和

采用的国际标准的一致性后，确定了采标过程中取舍之处和增补内容，并按我国标准编写格

式和要求编写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的具体编写格式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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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

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的规定，条文叙述方式和语句符合我国标准编写的习惯。 

本标准修改采用对应的国际标准 ISO 7183:2012《压缩空气干燥器 规范与试验》，结构

和技术内容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2 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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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要内容修订说明 

3.1 基本说明 

本标准修改采用 ISO 7183:2007，此次修订时补充了压缩热压缩空气干燥器的相关试验



 

要求及内容，同时吸收了 GB/T 10893.2-2006 的主要技术内容。本标准的整体框架（章、条

的设置）、条文内容、技术要求与采用的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3.2 范围 

修订时重新组织了相关语句，并在注中补充了“本文件涉及的干燥器的工作原理参见

附录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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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的性能参数

主要包括压力露点、流量、压降、压缩空气损失、能量消耗、噪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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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既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又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3.3 规范性引用文件 

因 GB/T 13277.1-2008 已被 GB/T 13277.1-2023 代替，所以引用文件进行了更新。 

3.4 术语和定义 

在“术语和定义”中引用 JB/T 7664，JB/T 7664 已经进行了更新，所以删除了新版 JB/T 

7664 中增加的术语和定义，以保证术语的统一并与修订前标准一致。删除的术语和定义包

括：环境、内置设备、吹扫气、稳定时间、试验时间等 5 个术语。 

3.5 符号 

修订时没有变化。 

3.6 标准状态 

修订时没有变化。 

3.7 规定工况 

根据压缩热压缩空气干燥器的要求，增加了进气温度为 110℃的工况条件，并规定为方

案 A3。 

3.8 性能试验 

针对压缩热压缩空气干燥器，补充了其稳定运行的条件，考虑到其稳定性条件，规定压

缩热干燥器运行周期内出口压力露点的 大 小变化值小于 2℃。 

按照 GB/T 10893.2-2006 的内容对干燥器的压降进行了描述和说明。 

3.9 附录 

修订时，为了将 GB/T 10893.2-2006 的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保留，在 GB/T 10893.1-2012

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录 E 和附录 F，均为资料性附录，并在附录 A 中对干燥器的露点等级使

用性进行了说明，有助于对标准的理解。 

4 采用国际标准的说明 



 

4.1 基本说明 

本标准修改采用 ISO 7183:2007，根据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的规定，本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程度为 MOD，采用重新起草方式编写。本标准的框架和条文基本与 ISO 7183:2007 一致，

但语句的组合、编写的格式均按我国的习惯和标准的规定。 

4.2 范围 

原国际标准以四段语句描述了标准的相关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不同类型压缩空气干燥器的各种需要说明的性能参数和相关的试验方

法。具体包括： 

— 压力露点； 

— 流量； 

— 压降； 

— 压缩空气损失； 

— 能量消耗； 

— 噪声。 

本文件还规定了用于确定节能装置性能的部分载荷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工作压力大于 0.05 MPa 且小于等于 1.6 MPa 的下列压缩空气干燥器： 

— 吸附式干燥器； 

— 渗膜式干燥器； 

— 冷冻式干燥器（包括通过冷却干燥）； 

— 组合式干燥器。 

注：本文件涉及的干燥器的工作原理参见附录 A。 

本文件不适用于下列干燥器： 

— 吸收式干燥器； 

— 过压缩式干燥器； 

— 内置式干燥器。” 

考虑到我国 GB/T 1.1 要求“范围”章应以规范的语句规定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故根据上述条文含义及标准正文中给出的测量范围，重新编写了范围章的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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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的性能参

数主要包括压力露点、流量、压降、压缩空气损失、能量消耗、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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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了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对于已经转化为国内标准的国际标准，均引

用相对应的国内标准。 

增加对标准 JB/T 7664-2005 的引用。 

4.4 术语和定义 

在“术语和定义”中引用 JB/T 7664，并删除了 JB/T 7664 中包含的术语和定义，以保

证术语的统一并与修订前标准一致。与国际标准相比删除的术语和定义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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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蒸气压力、吹扫气、稳定时间、试验时间等 17 个术语。 

4.5 标准状态 

与 ISO 7183:2007 相比，将参考条件改为了标准状态，与国内压缩空气技术的标准一致，

描述更加准确。 

4.6 规定工况 

按照现有压缩热压缩空气干燥器的发展，对其提出了新的工况条件，即增加了进气温度

为 110℃的工况条件，并规定为方案 A3，用于压缩热干燥器的性能考核工况。 

4.7 性能试验 

针对压缩热压缩空气干燥器，补充了其稳定运行的条件，考虑到其稳定性条件，规定压

缩热干燥器运行周期内出口压力露点的 大 小变化值小于 2℃。 

按照 GB/T 10893.2-2006 的内容对干燥器的压降进行了描述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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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附录 

由于 JB/T 7664 中已有吸收式干燥器的定义，删除附录 A 中吸收式干燥器的定义。 



 

参考 GB/T 10893.2-2006 的内容，在附录 A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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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附录 C 中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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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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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考虑原附录适用范围小（ 大管螺纹仅为

G 1 1/2），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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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于不同的压缩空气干燥器进行比较。 

参考 GB/T 10893.2-2006 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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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GB/T 10893.2-2006 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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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其他 

标准中使用的单位全部采用国际单位制及其倍数单位。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为基础标准，是修改采用 ISO 7183：2007，标准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过长期和大

量的使用与实践，无需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是压缩空气干燥器的试验方法标准，为复审修订项目。通过修订，使该标准与现

行技术保持一致，充分反映了当今新技术、新产品的技术成果，也解决了标龄老化问题，保

证标准的时效性，为压缩空气干燥器的检验和验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压缩空气源是现代化工厂不可缺少的动力，压缩空气干燥器对用气设备或 终产品的

质量都有直接影响，本标准为压缩空气干燥器的试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规范行业、帮助

用户选型都有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工厂使用压缩空气的水平。 

六、与国际、国外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 ISO 7183：2007《压缩空气干燥器 规范与试验》。 

本标准为国际一般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大类： 

 

 

 

小类： 

 

  

 

系列： 

 

 

 

本标准属于压缩空气净化标准体系“02 净化设备”小类的“01 干燥器”系列。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本标准的实施主体为压缩空气净化设备行业检测单位、

生产制造企业，标准实施后将通过国家压缩机检测中心、压标委净化分标委会、气体净化设

备协会等渠道向压缩空气净化设备行业的企业进行宣贯。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T 10893.1-2012 和 GB/T 10893.2-2006。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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