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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与空气质量有关的名词术语的定义 这些定义涉及气体 蒸气和颗粒物采样及测量

等方面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空气质量 总的方面 词汇

本标准的名词术语与其他国家标准的名词术语可能相同 但对不同的领域 它们的定义也可能不

同

抑制

在污染物 排放物排出之前 降低或减少其排出量

气溶胶

固体颗粒 液体颗粒或二者在气体介质中的悬浮体系 这些颗粒物在该体系中的降落速度很小

空气污染物

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 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 对人或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统称空气污染物

空气污染

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 使得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的浓度及持续时间足以对人的舒适感 健康

对设施或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时 称为空气污染

除尘器

除去气体介质中颗粒物的一种装置

灰

含碳物质燃烧后残存的固体残渣 虽然灰中可能含有未完全燃烧的可燃物 但是从分析的观点看

常假定其是完全燃烧的

串级冲击式采样器

用冲击的原理 按冲量大小 可以同时分别采集不同粒径颗粒的一种采样器

烟囱效应

因温差而使局部空气或其他气团向上移动的现象

截止点

在一定条件下 采样器的捕集效率等于规定值时对应的颗粒粒径

旋风分离器或气旋

利用气体运动所产生的离心力使粉尘或液滴从气体中分离的一种分离器

伴有旋转风系统的大气低压区 称为气旋

液滴

具有一定密度的小液体颗粒 粒径一般小于 在静止的情况下它可降落下来 但在湍流的

情况下可悬浮在空气中

干绝热递减率

见 条递减率

粉尘

通常指空气动力当量直径在 以下的固体小颗粒 能在空气中悬浮一段时间 靠本身重量可



从空气中沉降下来

有效烟囱高度

烟囱排出的烟气扩散公式中采用的高度即烟囱高度加上烟气抬升高度 烟气抬升高度取决于烟气

出口速度 温度及风速等因素 也可能受地形的影响

水平淘洗法

当颗粒悬浮在流动的流体中时 利用它们具有不同的沉降速度而将其分离的方法

排放

物质排到大气中的过程 排放物质的点或面称为排放源 本名词用于描述排出及排出速率 也可

用于噪音 热等方面

排放通量

单位排放源表面的排放速率

排放速率

单位时间内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的量 或其他物理量

当量直径

在几何学 光学 电学或空气动力学等的性能上与被研究的颗粒相当的球形颗粒直径

飞灰

燃烧燃料时烟气中夹带的细小颗粒

雾

通常指液滴在气体中的悬浮体系 气象学上则指使能见度减小到 以内的水滴在大气中的悬

浮体系

烟尘

一种固体颗粒气溶胶 一般是在冶炼过程中由溶化的物质蒸发后凝聚而产生的 并且经常伴随氧

化反应

臭气

通常指在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带有恶臭的气体

熏沉

当逆温层遭破坏时 被逆温层所阻留的污染物迅速地被湍流带到地面的一种大气现象

尘粒

在大气或烟道中气载的固体颗粒 其空气动力当量直径通常大于

地面浓度

通常为地面或呼吸带高度单位体积空气中固体 液体或气体物质的量

接受

污染物从大气向受体上的转移 例如污染物被肺脏存留 它与排放的意义相反

接受剂量

在暴露期间受体接受污染物的累积量

接受通量

受体单位表面积上的接受速率

接受速率

单位时间内 污染物转移到受体上的质量 或其他物理量

冲击式采样器

利用冲击和滞留原理采集颗粒物及气体的一种采样器

等速采样

一种采集气流中悬浮颗粒物的采样方法 其采样速度 大小 方向 与采样点的气流速度相同

递减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