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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水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臭氧发生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技术委员会）、大连北大净化设

备有限公司、泰兴市环境保护设备厂。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4 月 1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6 年 6 月 15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臭氧发生器》(HCRJ 058-1999)。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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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发生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环境污染处理和其它用途的臭氧发生器的产品分类、命名、技术要求、

检测规则以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辉光放电产生臭氧的各种类型的臭氧发生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50  钢制压力容器 

GB/T 191  包装储存图示标志 

GB/T 1408.1  固体绝缘材料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工频下的试验 

GB/T 1958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形状和位置公差检测规定 

GB/T 4064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436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Saltzman 法 

CJ/T 3028.2 臭氧发生器臭氧浓度、产量、电耗的测量 

3  术语和定义 

3.1  臭氧发生单元   

产生辉光放电发生臭氧的最基本元件组。 

3.2  电极   

在臭氧发生单元中分布高压电场的导电体。 

3.3  辉光放电   

当两电极间电场强度超过某值时，以发光表现出来的气体中的电传导现象。 

3.4  电介质   

不导电的绝缘介质。在臭氧发生单元中指位于两电极间，造成稳定的辉光放电的绝缘体。 

3.5  介质强度   

介质材料能承受而不致遭到破坏的最高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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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与命名 

4.1  分类 

4.1.1  臭氧发生器按臭氧发生单元的结构型式分为管式(G)和板式(B)。 

4.1.2  臭氧发生器按放电频率分为工频（50Hz～60Hz）、中频（400Hz～1000Hz）和高频

（>1000Hz）。 

4.1.3  臭氧发生器按臭氧产量分为小型(5g/h～100g/h)、中型（100g/h～1000g/h）和大型

（>1000g/h）。 

4.2  命名 

臭氧发生器的型号由汉语拼音字母、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规则排列组成。 

×F— —      — 

 

 

 

 

 

示例:×F-G-1-500 指每小时生产 500g 臭氧的工频管式臭氧发生器。 

5  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臭氧发生器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1.2  臭氧发生器的安全设计应按 GB 5083、电气的安全设计应按 GB/T 4064 进行。 

5.1.3  臭氧发生器中各电器绝缘零部件应符合高电压绝缘性能和结构的要求，处于放电臭氧

环境中的绝缘零部件还应满足使用环境对其物理和化学性能的要求。 

5.1.4  臭氧发生器各零部件的形位公差应符合 GB/T 1958 的规定。 

5.1.5  臭氧发生器中各臭氧发生单元定位准确，各紧固、支撑、连接部件应安装牢靠。 

5.1.6  臭氧发生器的各仪器（表）接口、水、气管道接口应位置准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

求。 

5.1.7  臭氧发生器必须具备良好的内部外观和外部外观质量。 

5.1.7.1  内部的外观质量包括：臭氧发生器单元各零部件应光洁，不得有任何油污、水渍、

灰尘及其它物质。臭氧发生器内部防腐涂层应表面光洁，不得存在起皮、剥落及其它缺陷；

高压电输配系统整洁，不得存在引起输配电异常的不良情况和外来物。 

5.1.7.2  外部的外观质量包括：外壳表面光滑平整，不得存在疤痕、凸凹等影响外观的缺陷；

各处保护、装饰涂层应均匀，不存在起皮、剥落及其它缺陷。外壳上各附属物（件）的安装

位置准确，各部分均不应存在妨碍安装、检修、擦拭等的缺陷。 

发生器产量:g/h 

发生器频率代号:1-工频,2-中频,3-高频 

发生器类型代号:G,  B. 

臭氧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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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臭氧发生器必须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并符合 GB 150 中对设备密封性的规定。 

5.2  材料要求 

5.2.1  臭氧发生单元介质材料 

5.2.1.1  臭氧发生单元所使用介质材料的介质强度，不小于实际工作最高介质强度的 2 倍。 

5.2.1.2  臭氧发生单元中所使用的介质材料，如其介质强度数据不完整时，必须进行耐电压

实验（击穿实验）并以耐电压实验所得实际数值作为介质强度的依据。 

5.2.1.3  臭氧发生单元中所使用的介质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应满足不同类型发生器的使用

要求。 

5.2.2  臭氧发生单元电极材料 

5.2.2.1  臭氧发生单元中的电极材料应保证在放电条件下和臭氧环境中可长期稳定工作。 

5.2.2.2  臭氧发生单元中的电极材料应具备不同类型的发生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所要求的

物理、化学性能。 

5.2.2.3  臭氧发生单元中，直接处于放电界面的电极，其表面光洁度应保证正常稳定放电的

要求。 

5.3  性能要求 

5.3.1  表明臭氧发生器性能质量的技术参数为：气源露点、臭氧浓度、公斤臭氧电耗、冷却

方式、无故障工作时间。按技术参数高低将臭氧发生器分为优级品、一级品及合格品等。 

5.3.1.1  不同等级的臭氧发生器的气源，无论用空气还是氧气，其露点温度都应≤-50℃。 

5.3.1.2  不同等级的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的浓度见表 1 

表 1  不同等级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浓度 

臭氧浓度，mg/L 
气源种类 

优级品 一级品 合格品 
氧气 ≥100 70～100 30～70 
空气 ≥38 25～38 15～25 

5.3.1.3  不同等级的臭氧发生器产生公斤臭氧的电耗见表 2 
表 2  不同等级臭氧发生器产生公斤臭氧电耗 

电耗，kW·h/kg 
气源种类 

优级品 一级品 合格品 
氧气 8 9 10 
空气 16 18 20 

5.3.1.4  不同等级的臭氧发生器冷却方式见表 3 
表 3  不同等级臭氧发生器冷却方式 

冷却方式 
冷却剂 

优级品 一级品     合格品 

水 双极水冷 单极水冷  

空气  单极气冷 双极气冷 

5.3.1.5  不同等级的臭氧发生器无故障工作时间见表 4 

表 4  不同等级的臭氧发生器无故障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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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优级品 一级品 合格品 

无故障工作时间，h >15000 10000～15000 8000～10000 
5.3.2  以空气为气源，臭氧发生器产生的氮氧化物（NOX）浓度不得大于臭氧浓度的 2.5%。 

6  检验方法 

6.1  臭氧浓度、产量和电耗的测定按 CJ/T 3028.2 进行。 

6.2  氮氧化物的测定，按 GB/T 15436 进行。 

6.3  整机使用寿命通过随机抽取两个以上用户追踪调查确定。 

6.4  臭氧发生器外观检验，采取目测法进行。 

6.5  臭氧发生器的密封检验，按 GB 150 的规定进行。 

6.6  介质材料的耐电压实验，按 GB/T 1408.1 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臭氧发生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7.2  出厂检验 

7.2.1  臭氧发生器出厂前需逐台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2  检验项目 

a)  外观； 

b)  零部件装配质量； 

c)  仪表管道接口； 

d)  密封性能； 

e)  技术性能（包括：臭氧浓度、产量、电耗等）。 

7.2.3  根据需方要求对产品性能复测时，容许与合格证附件记录数据存在 10%的误差，但不

得低于产品性能指标的下限。 

7.3  型式检验 

7.3.1  当有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及新规格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 产品的结构、工艺及主要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连续停产二年以上恢复生产； 

d） 产品正常生产，每三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3.2  检验项目：本标准第 5 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7.4  抽样方法 

7.4.1  对小型臭氧发生器随机抽检 2~5 台。 

7.4.2  对大、中型臭氧发生器随机抽检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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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判定规则 

7.5.1  对检验项目全部合格的，判定为合格产品。 

7.5.2  对检验项目中任一项经检验不合格，则需加倍抽样复检；若仍有不合格项目，则判定

为不合格产品。 

7.6  国家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检验按型式检验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8.1  标志 

每台臭氧发生器均应在其明显部位固定耐久性产品标牌，其尺寸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13306 的规定。标牌上应标出下列内容： 

a）  品名、型号； 

b）  造厂名称、商标； 

c）  主要技术参数：臭氧产量、气源种类、臭氧浓度、出口处臭氧化气体压力、电源

容量； 

d）  制造日期； 

e）  出厂编号。 

8.2  包装 

8.2.1  包装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8.2.2  包装箱外标志的表示方法和要求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2.3  包装箱外的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 6388 的规定。 

8.2.4  臭氧发生器包装前所有易锈零部件、外露加工面均应涂防锈油或封存油脂，所有外露

油孔应封闭。 

8.2.5  随机文件包括：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8.3  运输 

臭氧发生器在装运过程中不得翻滚、碰撞。 

8.4  储存 

臭氧发生器应放置在通风干燥有遮蔽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