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风柜》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22]312 号），计划编号：2022-1797T-JB。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排风柜；项目周期：18 个月；计划下达时的主要起草单位：同济

大学、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成威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项目类别为产业优化升级标

准项目。 
排风柜作为化学实验室环境控制的最重要设备之一，被广泛应用于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和企业

机构的实验室中。实验室是从事对人可能产生危害的试验的场所，因此实验室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排风柜是用于确保实验室工作人员在进行各类实验（尤其是化学、生物实验）时能够提供安全环境

的关键通风设备，广泛应用于实验室的通风系统。目前应用的排风柜主要分为接风管（分定风量和

变风量两大类；也可分为全新风类和补风类两大类）和无风管自净型两类，其工作原理不尽相同，

使用的条件也不同。随着我国大力鼓励和推进科技创新，实验室排风柜的比例和绝对数量也越来越

大。作为一种有效的实验室污染控制的设备，以其优越的封闭性能和较高的性价比被广泛应用于各

类实验室的建筑通风系统之中。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2 年 12 月 30 日，标准计划项目获批后，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下成立了以同济

大学、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北京成威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为主的标准起草工作组，正式

启动了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并在大量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标准修订的初稿。 

2023 年 4 月 13～14 日，由冷标委秘书处组织在安徽合肥举行了标准的第一次行业研讨会。会

议重点对适用范围、标准结构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构成等进行了讨论和分工，并落实了标准项目的

下一步工作安排。7 月份，起草组在上海召开了标准项目的内部讨论会，对修改完善后的各个章节

及主要条款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根据与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经起草组认真研究推敲和试

验验证，最终形成了正式的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提交冷标委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1） 在标准的结构编排上完全遵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 本标准的修订方向与国家宏观政策协调、统一，具体内容上与 JG/T 222、JG/T 385 等排风

柜相关标准有机融合，充分考虑我国排风柜现状和发展趋势，充分体现标准的通用性、先

进性、可操作性和贸易便利性； 

3） 本标准的修订体现了我国实验室节能环保与安全的要求，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排风柜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厂制造准备出厂的排风柜的型式检验，现场安装完毕准备使用的排风柜的安装

检验以及已经使用一段时间的排风柜的使用过程检验。本标准不适用于工业通风系统中的局部排风

罩。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与 JB/T 6412-1999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 修改了“范围” 

“范围”中明确的检验场景，除了型式检验，增加了安装检验以及使用过程检验。 

2. “术语与定义”进行调整 

1）“控制浓度”调整为“泄露浓度”。 

2）增加了如下定义：“排风柜、全排风型排风柜、补风型排风柜、惰流、逆流、涡流、面风速、

名义面风速、型式检验、安装检验、使用过程检验、设计操作开度、最大开度、响应速度、响应时

间”。 

3. 修改了“规格型号” 

1）“型式”取消了“标准型排风柜”、“双面式排风柜”，增加了“定风量型排风柜”、“变风量

全排风型排风柜”、“自净型排风柜”、“步入式排风柜”。 

2）“型式”增加了“宽度”。 

3）“型式”的排风柜工作台面材质增加了“环氧树脂”、“大理石”和“其他”。 

4）将“尺寸规格”与“型式”及“型号标记”合并为一章。 

5）删除原标准“表 2”。 

4. 调整了“技术要求” 

1）将技术要求归类划分为“一般要求”、“外观”、“电气安全”以及排风柜各主要性能项目。 

2）完善排风柜各主要性能项目的内容，例如“流动显示”、“面风速”、“泄露浓度”、“静压损”

等。 

a) “流动显示”增加结果评判及现象描述。 

b) “面风速”按照变风量排风柜和定风量排风柜进行分类，分别给出技术要求。 

c) “泄漏浓度”技术要求调整为“平均值不应大于 0.05mL/m
3
”。 

3）补充了“垂直拉门拉力”、“照度”、“噪声”、“响应时间”、“排风量与补风量”、“补风比”、

“名义面风速”、“抗干扰泄露浓度”。 

5. 完善了“试验方法” 

从标准的全面性、通用性考虑，整合了 JG/T 222、JG/T 385 等国内标准以及美国和欧洲相关标

准，结合“技术要求”中增加的评价排风柜性能的项目，增加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具体如下： 

1）补充完善试验条件 

将试验条件汇总，形成独立一节，并按照“场地条件”、“试验资源”、“仪器仪表”、“工

装设备”分类汇编。 

2）流动显示试验 

a) 试验试剂增加“局部烟雾发生装置”和“全面烟雾发生装置”，考虑到四氯化钛的特

点，提出“优先选用备无毒无害，无腐蚀性，流动性好，可视性强等特点的试剂或烟

雾发生装置”。 



b) 试验内容增加全面流动显示试验。 

c) 增加数据采集内容。 

3）面风速试验 

对定风量排风柜、自净型排风柜、其他形式柜门的测试提出相应方法。 

4）浓度试验 

完善静态试验，增加了动态试验和周边扫描试验，更加全面检测排风柜示踪气体泄漏情况。 

5）垂直调节门拉力试验 

新增试验内容。为使排风柜移门可在任意位置悬停而具备一定的阻尼，又不至于阻尼过大不方

便开合，故提出该试验项目。 

6）照度试验 

新增试验内容。为给排风柜内部实验操作提供合适的照明，提出本试验项目，从照度均值和照

度均匀度两个维度进行评判。 

7）噪声试验 

新增试验内容。排风柜运行时过大的噪声不利于实验操作人员的健康。对于自带动力风机的无

风管自净型排风柜，需要控制其噪声值；外排型排风柜也应测试噪声值，若噪声过大应优化内部组

件。 

8）响应时间试验 

新增试验内容。对于变风量型排风柜应测试该试验项目。响应时间试验需要测试“响应速度”

和“响应时间”，为检测排风柜即时响应能力，故提出“响应速度”，同时考察排风柜风阀响应后

恢复设计风量的能力，故还应测试其“响应时间”，最终控制其“响应时间”在本标准技术要求值。 

9）排风量试验 

新增试验内容。对于补风型排风柜，除了测试其补风量，还应测试排风量，从而计算补风比。 

10）抗干扰试验 

新增试验内容。模拟排风柜在操作口前方有人员经过时，排风柜控制污染物泄漏的能力。 

6. 增加了“检验规则”的内容 

1）进行型式检验的情况增加两种情况。 

2）增加“安装检验”和“使用过程检验”。 

7. 增加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内容 

1）铭牌内容增加“风机功率”；增加“排风柜相关部位上应设有运行状态的标志（如指示仪表

以及各控制按钮等）和安全标识（如接地装置、警告标识等）”。 

2）明确“包装”相关清单和内容。 

8. 增加了附录内容 

1）附录 A为新增内容。因市面上有不同尺寸的排风柜，排风柜有不同型式的移门，为扩大本标

准的通用性，补充附录 A，描述了不同形式移门在试验测试时的设置情况，和大尺寸排风柜泄漏浓

度试验时引射器的设置方式。另增加试验室环境干扰气流的测试方法。 

2）附录 B为新增内容。列举了“步入室排风柜”和“无风管自净型排风柜”这两种特殊的排风

柜的性能试验要求。 

3）附录 C为新增内容。为扩大本标准的适用场景，增了“安装检验”和“使用过程检验”，使

得本标准能覆盖排风柜全寿命周期。附录 C 相应表述了安装检验和使用过程检验性能要求和试验方

法。 

4）附录D为新增内容。为保证泄漏浓度试验的可重复性，需要对关键设备引射器A进行标准化，

故附录 D对引射器 A提出标准化参数要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原标准发布于1999年，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修订后的标准首先解决了标龄老化的问题，其范围覆盖了最新的产品种类，满足了行业发展最

新的需求，使标准重新跟上并引领产业的发展。其次，标准在面风速、控制浓度、稳定性等方面的

技术要求做了显著的提升，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现代化工厂、实验室等的环境污染控制要求，最大限

度的降低了对使用环境及人员造成伤害。最后，本次修订还为排风柜的型式检测、安装检测和使用

过程检测提供了方法支持和评判依据，有利于规范产品的质量控制，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同时有效节

约能源、降低能耗。 

总的来说，本次修订纳入和反映了现阶段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先进成果，跟进了国家绿

色高效等政策和市场对产品标准的最新需求，保证了标准的时效性、先进性和科学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次修订新增的技术指标及试验主要参考和协同国内现有的相关标准及美国的 BSR/ASHRAE 

110-2016 和欧洲的 EN 14175-2003，并结合各主要生产企业的出厂检验等过往经验，对标准给出的

各试验方法和测量装置进行了前期的验证。后期则主要通过生产和使用端的专项调研，向行业部分

企业、国家压缩机制冷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收集部分数据。标准中的试验方法、测量装置及限

定值等将在意见反馈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项目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排风柜是为特殊场合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各类特殊工艺操作、试验操作时提供安全环境的关键通

风设备，广泛应用于工厂、科研场所等的通风系统之中。 

本次标准的更新，适应了排风柜行业的发展趋势，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助于规范行业发展，

提升国内排风柜行业的整体水平，从而保障实验室科研人员的健康，为国家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在对排风柜性能的测试和评价方面，世界主流标准一个是美国的 BSR/ASHRAE 110-2016，一个

是欧洲的 EN 14175-2003。但是因为出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排风柜的设计思想以及环境控制的要求

等不尽相同，具体的测试要求及方法等都存在差别，某些关键性能参数如排风柜操作面的面风速、

泄漏浓度等两标准甚至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相互矛盾，而且尤其输入条件的不同使两者没有可比性。 

本次修订，一方面依据市场变化更新了产品技术要求，补全了测试方法，另一方面在博取国外

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可实现全过程性能控制的排风柜性能测

试方法，满足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本标准非采标项目，修订过程中也未测试过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修订完成后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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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在冷冻空调设备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产品类标准中的“风机与通风设备”类。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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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