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洁净室污染控制有哪些方法？ 

 

1、洁净室送风的过滤 

洁净室空调送风系统的末端装置—高效空气过滤器（HEPA）或超高效空气过滤器（ULPA），在正常

情况下能有效过滤经空调机组处理的新风和回风中的颗粒污染物。经高效、超高效空气过滤器处理

后的洁净空气送入室内，可有效排替、冲淡室内污染物，以维持室内的洁净度。但末级过滤器如有

破损或过滤器与支撑框架间的密封出现裂隙，气密性失效，那么未经高效空气过滤器过滤的空气就

可能携带大量污染粒子进入室内并随气流扩散，危害影响范围较大。因此洁净室投入使用前的末级

过滤器检漏、堵漏或更换工作十分重要。运行过程中防范末级过滤器受损，也十分重要。高效空气

过滤器达到使用寿命后及时更换也同样予以关注。 

2、不同级别相邻洁净室间的压差 

防止从相邻的洁净度较低区域向洁净室传播污染的主要方法是：维持高洁净度区域相对于低洁净度

区域、低洁净度区域相对于服务区域、服务区域相对于室外，有一个合适的正压值。根据不同的情

况，不同级别相邻房间的正压值约为 5～10Pa。让不同洁净度的各级房间维持梯次的压差，目的是

当房间门处于关闭情况时，通过缝隙的气流流向是由高级别洁净室流向低级别洁净室、由低级别洁

净室流向走廊和服务区，再流向室外，这样就可减少由室外向服务区域、服务区域向低级别洁净室、

低级别洁净室向高级别洁净室传播空气中的悬浮污染物。 

正压差值并非越大越好，研究和实践证明，人员物料通过门时，即使门两侧关门压差高达 50～60Pa，

仍难绝对避免随人员、物料向内移动时的携带气流将污染带入室内。特别是当门两侧存在温度差别

时，门敞开后，即使无人走动，在开口断面部分面积上也存在逆向气流，带入空气的悬浮污染物。

此外，过高的正压差还会造成洁净室的门既难开启又难关严，门缝气流造成哨声噪声，以及因气流

外溢过量而补风量增加，浪费能源和加重各级过滤器负担。 

洁净室合理的气流组织方案是减弱开门时污染物侵入的辅助手段之一。通常在靠近低级别洁净室一

侧的门口设置一些回风口，以形成部分洁净室气流向门一侧运动的趋势，与洁净室在关门状态下的

正压外溢气流汇成一股向门内侧运动的气流流型。一旦门开敞后，侵入的污染物向洁净室进深扩散

的范围将会明显缩小。了解开门时污染侵入的风险，使一些洁净室的关键工序或污染敏感工艺与门

保持合理的距离，也是必要措施之一。 

此外，设置带有不能同时开启的两道门的缓冲间或气闸室，也是减少开门时传入空气中悬浮污染物

的手段之一。一些常规程序，如进入洁净室穿专用鞋套，使用地面粘垫等也是减少带入外部污染的

必要手段。 



3、合理的气流组织 

洁净室的送、回风系统，既是清除空气中悬浮污染物的重要手段，但也可能成为传播污染的途径。

因此，合理的气流组织对于洁净室十分重要。 

除上面提到的在与较低级别洁净室相邻的门内两侧设置回风口，以缩减开门时室外空气中污染物侵

入的范围的方法外，还有许多可以改善洁净室通风效果的措施。 

例如，对那些对空气中悬浮污染物敏感的工序或工艺，在非单向流洁净室中尽可能在其上方设置送

风口，使其处于洁净空气的笼罩下和处在洁净气流的上风向。而在那些可能产生污染的工艺附近设

置回风口，使它们处于下风向，以减少污染物在洁净室的扩散。产生污染物较为严重的工序，如半

导体工业中单晶硅的切片、磨片，制药行业中的粉碎工艺、压片、糖衣成型工序等，则宜于在工艺

上采取隔离、屏蔽措施并适当的排风，将所产生的悬浮污染物直接排除室外，减少它们向室内空气

的扩散量。 

又例如，对那些关键工序，如在冻干车间收粉室的冻干机开口处、大输液的灌封部位、生物洁净室

手术室的手术区等，采用垂直或水平单向流气流流型，用洁净空气笼罩与隔绝周边环境的污染，都

是合理利用气流组织的案例。 

4、围护结构等表面的维护与清洁 

首先是洁净室的墙面、地面、顶棚等围护结构，在设计、施工中要选用表面光洁、质地坚实、不产

尘、少积尘、耐清洗等符合质量要求的材料。要求在被频繁擦拭、洗涤等清洁、消毒的条件下，表

面不变粗糙或多孔，否则会存留微粒和化学污染物，或容易导致微生物污染。 

在设计、施工中应保证洁净室内的墙面、地面、顶棚、门、空气扩散板和地漏等都是易于进行表面

清洁的。而且还应把墙面、地面、顶棚等的接缝处的细节考虑在内，特别要避免出现有可能积留水

分的地方或表面。 

传送设备的表面易于清洁也十分重要。物料、零部件等的传送带往往是难于清洁的部位，在工艺设

计时必须予以关注。 

在轮车、推车和携带材料的人员频繁通行、极易碰到墙和门等的外露表面处，应有耐磨损、耐冲撞

的防磨条或防护杠，以保护易受损的材料，如医院手术室洁净走廊的防撞带就是应用的实例。 

在设计和施工等方面符合要求的基础上，严格的清洁制度是保证尽可能减少围护结构散发污染的重

要方面。 

5、控制人员散发的污染 

人员的鼻腔、口腔、皮肤、头发和身上的服装都是散发污染物。根据试验，人员身着一般工作服行

走时，每分钟散发的≥0.5um 的颗粒数可高达 2.9*10
6
pcs/人.min,，穿普通手术服，做踏步动作时，



散发的微生物可达约 2400CFU/人.min。 

控制人员散发的污染，首先是控制进入洁净室的人员数量。与生产、科研无直接关系、未经洁净室

工作人员守则培训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洁净室。进入的人员要遵循洁净室工作守则，整齐穿着洁

净室工作服，戴工作手套、口罩、头罩、穿靴子，经洁净通道进入。 

除尽可能降低人员散发的污染物外，空调净化送风的气流也是有效稀释、疏导并排出人员散发的污

染物的重要手段。例如人员行走的通道是散发污染物的主要位置，在该处设置回、排风口，使其处

于室内下风向，以尽量减少人员所散发的污染物扩散到洁净车间的其它区域。又如关键工序部位设

置在洁净室中非操作人员不易到达之处，以减少额外的人员污染。 

6、控制工艺设备及工艺的产尘 

洁净室内的工艺设备应选料精良，光洁耐磨，转动、滑动部位格外重要，要尽可能减少磨损及产尘。

对于那些产尘的工艺过程要尽可能的将其封闭或设置围挡，并辅以排风，形成局部范围相对于洁净

室的负压，以限制污染物向洁净室其它区域扩散。 

对室内的机器设备定期进行清洁、擦拭是必要的制度，也是减少积尘二次飞扬的有效措施。 

7、进入洁净室的材料与部件的清洁 

洁净室的产品和产品的原材料、产品的容器和包装材料都要使用不产生污染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生

产制造也应在对产品污染相对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例如，大输液塑料瓶的注塑车间等，宜维持一定

的洁净级别，以减少大输液灌封工序环境的污染负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