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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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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处理用超滤膜设备与系统的检测评估规程 

1 范围 

1.1 为提高饮用水处理用超滤膜技术的应用水平，加强饮用水处理用超滤膜设备生产制造和工程的设

计、建设与运行质量，保证超滤膜技术的应用效果，制定本规程。 

1.2 本标准规定了饮用水处理用超滤的膜组件、膜装置和膜工程的检测评估的基本规定、检测评估的要

求、检测评估的方法、检测评估判定规则、检测评估结论。 

1.3 本标准适用于饮用水处理用超滤的膜组件、膜装置和膜工程的现场检测评估。 

1.4 本标准中所涉及的相关项目的检测、评估，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核对，无关删除，缺失的补充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 

GB/T 32360 超滤膜测试方法 

GB/T 36137 中空纤维超滤膜和微滤膜组件完整性检验方法 

CJ 251 城镇给水膜处理技术规程 

CJ/T 170 超滤水处理设备 

CJ⁄T 530 饮用水处理用浸没式中空纤维超滤膜组件及装置 

HG/T 5111 柱式中空纤维膜组件 

 

GB 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3797 电气控制设备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HG 20520 玻璃钢/聚氯乙烯（FRP/PVC）复合管道设计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滤膜组件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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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处理水中运行的超滤膜组件，包括压力式膜组件和浸没式膜组件。 

3.2  

超滤膜装置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equipment  

由膜组件、支架、集水管、补气管及水泵、风机、仪表等配套设备组成的超滤膜过滤系统。 

3.3  

超滤膜工程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engineering 

待滤水进入超滤膜组件在压力驱动下或由负压驱动产水进行过滤的膜处理工程，包括压力式膜处理

工程和浸没式膜处理工程。 

3.4  

压力式超滤膜处理工艺 Pressurized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process 

由正压驱动待滤水进入装填中空纤维膜的柱状压力容器进行过滤的超滤膜处理工艺。 

3.5  

浸没式超滤膜处理工艺 submerged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process 

中空纤维膜置于待滤水水池内并由负压驱动膜产水进行过滤的膜处理工艺。 

3.6  

额定产水量  Rate productivity  

在水温为25℃及规定的运行压力下，单位时间超滤膜装置所生产的产品水的量。 

3.7  

纯水通量 pure water flux  

在一定压力、一定温度下，单位面积、单位时间透过膜的纯水体积。 

3.8  

跨膜压差 Transmembrane pressure  

原水进、出口压力平均值和产水侧压力值的差。 

3.9  

水回收率 water recovery 

产水量与给水总量至百分比。 

3.10  

切割分子量 molecular weight cut off; MW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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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滤膜在规定条件下对某一已知分子量物质的截留率达到90%时，该物质分子量为该膜的切割分子

量。 

孔径 pore diameter 

膜孔直径的标称 

4 基本规定 

4.1 超滤膜设备与工程检验评估应包括收集资料、现场调查、检测评估和出具检测评估报告。 

4.2 收集资料应包括超滤膜设备或工程概况、设计文件（图纸资料、说明书等）等，现场调查应

包括使用状况、运行条件与环境等。 

4.3 膜组件的评估应对所用的膜组件进行检测，被测样品可酌情采用送检或抽检的方式，在实验

室条件下检测其膜组件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4.4 膜装置应在运行状态下进行现场检测，应符合额定状态下的性能要求。 

4.5 膜工程评估的侧重点是对工程的完整性、可操控性能和安全可靠性等检查与评估。 

5 检测评估项目及要求 

5.1 膜组件     

5.1.1 膜组件外表面应清洁、平整、无破损，无明显可见划痕、无异物。 

5.1.2 膜组件接口外径尺寸公差要求±0.5mm，膜组件总长公差要求±5mm。 

5.1.3 对所提供的膜组件测试样品进行切割分子量测定，结果应符合厂家提供的标称值，正误差不大于

10%。 

5.1.4 纯水通量应在标准条件下进行测试，压力式超滤膜组件纯水通量应不低于 150 L/(m2·h)，稳定运行

0.5h；浸没式超滤膜组件纯水通量率应不低于 40L/(m2·h)，稳定运行 0.5h。 

5.1.5 温度-通量效应的测试应在 25℃、15℃、5℃的温度条件下用纯水进行通量测试，所得结果与厂家提

供的数值相对误差应不大于 10%。 

5.1.6 膜组件出厂时应附有注明检验压力的完整性检测报告。 

5.1.7 膜组件完整性测试，优先采用压力衰减法，亦可采用气泡观察法。压力衰减法检测膜组件，要求

在其标称的检验压力下，衰减速率≤ 5kPa/min。气泡观察法检测膜组件，要求在其标称的检验压力下，

应无气泡或泄漏。检验压力按GB/T36137执行。 

5.1.8 超滤膜组件应具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卫生许可批件，并符合 GB/T 17219 的规定。 

5.2 膜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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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膜装置外观应整体结构设计紧凑、布局合理，表面整洁、无锈蚀。机架表面防腐涂层应附着牢固、

无气泡、脱落现象。装置外露部件应无锐利棱边、尖角。装置管道应安装平直，走向合理，符合工艺要

求，各连接处应有检修操作空间。 

5.2.2 膜装置外形尺寸长、宽、高的公差要求±10mm。 

5.2.3 膜装置完整性采用压力衰减法。压力衰减法检测膜装置，要求在其所选用的膜组件对应的标称的

检验压力下，衰减速率≤ 5kPa/min。 

5.2.4 膜装置产水性能，选择单池或单组膜装置进行测试。在实际运行条件下的产水量经压力、温度换

算后应符合膜装置的标称性能，误差≤10%。 

5.2.5 膜装置出水水质的颗粒计数仪计数应＜50CNT/mL（粒径＞2µm），浊度应＜0.1 NTU。 

5.2.6 膜装置与水直接接触材料的应符合 GB/T 17219 的规定。 

5.2.7 膜装置应提供管路严密性的测试记录。 

5.2.8 膜装置防腐性能应符合使用介质和化学清洗条件的防腐要求。 

5.2.9 膜装置使用寿命在设计运行条件下应不低于 5 年，厂家应提供承诺书。 

5.3 膜工程 

5.3.1 膜工程应系统完整，包括工艺控制、过程监控和配套设施；外观应美观整洁，设置必要的安全标

志和检修操作空间。 

5.3.2 膜工程的应设自动控制系统，并具有可手动操作的人机界面；可按设定的流量及压力范围自动运

行，可按设定的清洗周期、跨膜压差和冲洗程序自动冲洗，可设定化学清洗药剂浓度、流量、温度、清

洗历时和循环次数等在线或离线化学清洗相关参数并按化学清洗程序运行。 

5.3.3 膜工程的产水性能，选择单池或单组膜装置进行测试，在实际运行条件下的产水量经压力、温度

（25℃、15℃、5℃）换算后应符合设计要求。膜工程的产水率不低于 95%。 

5.3.4 膜工程的出水水质，应至少具备单个膜池或膜组出水水质颗粒计数仪和浊度的在线巡检，在实际

运行条件下出水水质的颗粒计数仪计数应＜50CNT/mL（粒径＞2µm），浊度应＜0.1 NTU。 

5.3.5 膜工程的工艺参数，在实际运行条件下检查跨膜压差、物理性清洗周期、维护性清洗周期、恢复

性清洗周期等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5.3.6 膜工程的完整性，应具备各个膜池或膜组采用压力衰减法进行完整性检测的配套仪表和设备。压

力衰减法检测单个膜池或膜组，要求在其所选用的膜组件对应的标称的检验压力下，衰减速率≤ 
5kPa/min。 

5.3.7膜工程中与水直接接触材料的应符合GB/T 17219 的规定。 

5.3.8 膜工程应提供管路严密性的测试记录。 

5.3.9 膜工程的防腐性能应符合使用介质和化学清洗条件的防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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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膜工程的化学清洗池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池壁及配套设备应做防腐处理，设防

护、冲洗、洗眼与通风等设备设施。化学处理池的加药量应根据酸碱度和氧化还原电位在线检测结果确

定。 

5.3.11 膜工程全自动运行或因故障自动停运过程中，设备与膜组件均应具备联动互锁安全保护功能。 

5.3.12 膜工程的所用膜组件使用寿命，在设计运行条件下应不低于 5 年，承建方或膜厂家应提供承诺书。 

6 检测评估方法 

6.1 外观检验 

采用目测法。 

6.2 外形尺寸 

检测方法按照 CJ/T 530-2018 附录 A 中的 A.5 检验。 

6.3 切割分子量 

    检测方法按GB/T 32360-2015中5.2规定的测试方法操作。 

6.4 纯水通量 

压力式膜组件纯水通量的测试，按HG/T 5111的规定执行。浸没式膜组件纯水通量测试按CJ/T 
530-2018附录A中的A.1执行。 

6.5 完整性 

6.5.1 膜组件、膜装置和膜工程采用压力衰减法时的检测装置参照GB/T36137规定执行，检测方法见附

录A.1。 
6.5.2 膜组件采用气泡观察法时的检测装置和检测方法按照GB/T36137规定执行。 

6.6 卫生安全性 

膜组件和膜装置材料按照GB/T 17219的要求进行检测。 

6.7 水量 

6.7.1 测试膜装置或膜工程的单池或单组的产水量和对应膜通量，并与膜组件的温度-通量效应曲线对

应，换算为标准通量。 

6.7.2 根据厂家提供的水温、压力-通量效应曲线和用水条件的变化，对膜装置和膜工程在不同工况下的

产水能力进行测算。 

6.7.3 根据膜工程的产水量与给水总量，计算实际运行条件下的水回收率，并与膜组件的与膜组件的温

度-通量效应曲线对应，换算为不同工况下的水回收率。 

6.8 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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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度应使用量程为0 ~1.000 NTU的激光浊度仪检测，颗粒物应使用检测粒径＞2μm激光颗粒计数

仪测定。 

6.9 使用寿命 

检查厂家承诺书或合同书。 

7 检测评估结果判定 

7.1 检测项目和方法见表 2。 

7.2 检查项目可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和翻阅资料等方式开展；实测项目应按照实际检测值或

相应的公式计算出结果。 

7.3 检测评估项目符合要求的判定为合格，不符合要求的判定为不合格。 

表 1 膜组件检测评估项目、要求及方法汇总 

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项目要求 
检测评估方

法 

项目类型 

检查 实测 

膜组件 

外观 5.1.1 6.1  √ 

外形尺寸 5.1.2 6.2  √ 

切割分子量 5.1.3 6.3  √ 

纯水通量 5.1.4 
6.4 

 √ 

温度-通量效应 5.1.5 √ √ 

完整性 
5.1.6 / √  

5.1.7 6.5  √ 

卫生安全性 5.1.8 6.6 √ √ 

膜装置 

外观 5.2.1 6.1  √ 

外形尺寸 5.2.2 6.2  √ 

完整性 5.2.3 6.5  √ 

产水性能-水量 
5.2.4 

6.7 √ √ 

产水性能-水质 6.8  √ 

卫生安全性 5.2.5 6.6 √ √ 

密封性 5.2.6 / √  

防腐性 5.2.7 / √  

寿命 5.2.8 6.9 √  

膜工程 

系统完整性 5.3.1 / √  

外观 5.3.1 6.1 √  

自控系统 5.3.2 / √  

产水性能 5.3.3 6.7 √ √ 

出水水质 5.3.4 6.8  √ 

工艺参数 5.3.5 / √ √ 

完整性 5.3.6 6.5 √ √ 

卫生安全性 5.3.7 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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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性 5.3.8 / √  

防腐性 5.3.9 / √  

化学清洗安全性 5.3.10 / √  

安全保护功能 5.3.11 / √  

膜组件寿命 5.3.12 6.9 √  

8 检测评估报告 

8.1 检测评估报告参见附录 B。  

8.2 检测评估过程中应对各项检测指标做好记录，检测记录可作为检测评估报告的附件。过程检测参数

记录可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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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膜组件与膜装置完整性压力衰减检测方法 

 

工程上一般用泡点测试进行膜丝、膜组件或膜装置的完整性检测。将膜完全润湿后，在膜丝的一侧

加入压缩空气，当空气的压力低于泡点泡点压力时，膜的气孔仍能保持湿润，除了扩散出来的极少量空

气流外，没有明显的气流穿过湿润的膜孔。但若膜存在断丝等缺陷，则在远低于泡点压力下空气就会自

缺陷处溢出，观察在膜丝充满液体一侧出现的连续气泡（气泡观察法），或监测气体一侧压力的变化情

况（压力衰减法），以判断膜丝、膜组件及膜装置的完整性。 

气泡观察法适用于实验室内对膜丝或膜组件的测试，用于成套膜装置和工程现场测试，则难以观察

气泡。压力衰减法可对单个膜组件进行测试，也可对膜装置或分组进行测试，是一种在现场简便易行的

测试方法。 

A.1 膜组件 

A.1.1 浸没式膜组件 

1）将待检验膜组件置于水槽中，水平放置，并使水没过膜组件2cm以上。如膜组件是干态保存，

则需要将膜组件充分浸润4h;如膜组件是湿态保存可立即检验。 

2）将无油压缩空气管口与膜组件产水口连接，膜组件其余产水接口封闭，同时，确保管路连接良

好。 

3）打开减压阀，然后缓慢打开进气阀，通入无油压缩空气，当膜组件内气体压力达到设定的检测

压力时，关闭进气阀，开始保压计时1min。同时，记录保压开始时的检测压力和保压结束时的检测压

力,计算压力衰减速率。当压力衰减值≤5kPa/min时，则合格；当压力衰减值>5kPa/min时，则不合格。 

4）检测结束后，记录检验结果，关闭减压阀，打开排气阀排气，待压力表的压力降至0MPa后，拆

卸检验膜组件。 

A.1.2 压力式膜组件 

1）将膜组件中的膜丝充分浸润，如果膜组件是干态保存，则需将膜组件内膜丝充分浸润 4 h，如膜

组件是湿态保存可立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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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膜组件放置在支架上，打开减压阀，然后缓慢打开进气阀，从产水口通入无油压缩空气，当

膜组件内气体压力达到设定的检测压力时，关闭进气阀，开始保压计时 1min。同时，记录保压开始时

的检测压力和保压结束时的检测压力,计算压力衰减速率。当压力衰减值≤5kPa/min 时，则合格；当压力

衰减值>5kPa/min 时，则不合格。 

3) 检测结束后，记录检验结果，关闭减压阀，打开排气阀排气，待压力表的压力降至0MPa后，拆

卸检验膜组件。 

A.2 膜装置 

A.2.1 浸没式膜装置 

1）检验前，应保证待验膜系统处于停用状态，并关闭所有阀门，使待验膜系统形成封闭气路； 

2）将膜池充满水，并没过浸没式膜装置； 

3）打开减压阀，调节进气阀，从膜系统的产水端缓慢通入无油压缩空气； 

4）当气压达到设定的检测压力时，关闭进气阀，开始保压计时3min，记录保压开始时的检测压力

和保压结束时的检测压力,计算压力衰减速率。自然衰减率不超过1%（？），当压力衰减值≤5kPa/min

时，则判定合格； 

5）检测结束后，记录检验结果，关闭减压阀，打开排气阀排气，待压力表的压力降至0MPa后，恢

复膜系统运行状态。 

A.2.2 压力式膜装置 

1）检验前，应保证待验膜系统处于停用状态，并关闭进水阀门和浓水阀门，打开产水阀门； 

2）打开减压阀，调节进气阀，从膜系统的进水端或浓水端缓慢通入无油压缩空气； 

3）当气压达到设定的检测压力时，关闭进气阀，开始保压计时3min，记录保压开始时的检测压力

和保压结束时的检测压力,计算压力衰减速率。当压力衰减值≤5kPa/min时，则判定合格； 

4）检测结束后，记录检验结果，关闭减压阀，打开排气阀排气，待压力表的压力降至0MPa后，恢

复膜系统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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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测评估报告 

 

B.1 设备或工程概况 

包括膜组件、膜装置或膜工程名称、地点、技术参数、运行效果、膜生产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

位、委托单位等。 

B.2 检测评估项目 

B.2.1 膜组件 

包括膜组件外观、尺寸、切割分子量、纯水通量、温度-通量效应曲线、完整性检测报告、完整性

检测、卫生安全性。 

B.2.2 膜装置 

包括膜装置外观、尺寸、完整性、产水性能、卫生安全性、密封性、防腐要求、使用寿命等。 

B.2.3 膜工程 

包括膜工程的系统完整性、外观、自动控制系统、产水性能、出水水质、工艺参数、膜完整性、卫

生安全性、密封性、防腐性、化学清洗安全性、安全保护功能、使用寿命等。 

B.3 检测评估结论及建议 

包括针对本次检测评估得出的结论，提出膜系统运行维护建议，双方约定的其他需要的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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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检测评估参数记录 
 

检测评估日期：                             检测评估地点：  
委托评估单位：                             检测评估类型： 
膜组件类型：                               膜装置类型： 
膜工程规模：                               膜生产厂家： 
 
检测评估

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项目要求 

检测评估

方法 

评估结果 

检查结果 实测结果 

膜组件 

外观 5.1.1 6.1     

外形尺寸 5.1.2 6.2     

切割分子量 5.1.3 6.3     

纯水通量 5.1.4 
6.4 

    

温度-通量效应 5.1.5     

完整性 
5.1.6 /     

5.1.7 6.5     

卫生安全性 5.1.8 6.6     

膜装置 

外观 5.2.1 6.1     

外形尺寸 5.2.2 6.2     

完整性 5.2.3 6.5     

产水性能-水量 
5.2.4 

6.7     

产水性能-水质 6.8     

卫生安全性 5.2.5 6.6     

密封性 5.2.6 /     

防腐性 5.2.7 /     

寿命 5.2.8 6.9     

膜工程 

系统完整性 5.3.1 /     

外观 5.3.1 6.1     

自控系统 5.3.2 /     

产水性能 5.3.3 6.7     

出水水质 5.3.4 6.8     

工艺参数 5.3.5 /     

完整性 5.3.6 6.5     

卫生安全性 5.3.7 6.6     

密封性 5.3.8 /     

防腐性 5.3.9 /     

化学清洗安全性 5.3.10 /     

安全保护功能 5.3.11 /     

膜组件寿命 5.3.12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