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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

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结合的排风系

统，该系统主要由环形气幕射流部分、离心机、送

风部分和排风部分组成。所述送风部分由轴流风

机、软管接头、三通、送风管支管组成。离心机、环

形气幕和排风罩同心，环形气幕安装在离心机

上，送风部分将新风送至环形气幕，气幕射流和

排风罩吸气气流同方向作用形成吹吸气流，新风

通过环形气幕向上射流将污染物送入排风罩口，

上升的污染气流和周围吸入气流的合成，排风罩

将污染物吸入罩内，同时阻绝离心机内的污染气

体或颗粒物外泄至工厂内，有效地控制污染物的

扩散，排风罩集中收集处理排放。本系统能够有

效隔断横向气体的影响；利用较小的风量可降低

能耗；结构简单，运行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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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结合的排风系统，包

括轴流送风风机(1)、软管接头(2)、三通(3)、送风管(4)、弯头(5)、物料过滤离心机(6)、吹

气孔(7)、环形气幕(8)、物料过滤离心机盖(9)、排风罩(10)、排风管(11)；其特征在于轴流

风机(1)开启后，气流通过送风管(4)送风至环形气幕(8)形成环状气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

相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软管接头(2)连接轴流风机(1)与三通(3)，三通(3)连接送

风管(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

相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送风管(4)由送风支管A(4-1)、弯头A(5-1)、送风支管B(4-

2)、弯头B(5-2)、送风支管C(4-3)、送风支管D(4-4)、弯头C(5-3)、送风支管E(4-5)、弯头D

(5-4)、送风支管F(4-6)依次连接组成；送风支管C(4-3)和送风支管D(4-6)连接环形气幕

(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

相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环形气幕(8)套装在物料过滤离心机(6)的中上部，靠近物

料过滤离心机(6)的开口位置；并且送风管(4)、环形气幕(8)、物料过滤离心机(6)与排风罩

(10)同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

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环形气幕(8)在物料过滤离心机(6)周围射流形成一圈气流

墙，阻止横向气流对排风罩(10)收集污染气体或颗粒物的影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

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环形气幕(8)形成的空气幕为等温空气幕。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

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环形气幕(8)形成的环形气幕射流，阻止横向气流对排风罩

(10)对污染物收集的影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

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送风管(4)通入新风进入环形气幕(8)，使气流均匀吹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

结合的排风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轴流送风风机(1)提供送风，确保环形气幕(8)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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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

相结合的排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专利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结

合的排风系统，属于工业通风、污染物控制的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工作环境越来越关注，防止工业污染物污染室内空气最有

效的方法是：在污染物产生地点直接进行捕集，经过净化处理，排至室外，局部通风在工业

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0003] 在制药工厂的工艺各岗位的布局要符合设计和GMP要求，在主生产区的设计分为

洁净生产区和一般生产区，洁净生产区根据洁净度的要求设计，一般生产区有卫生要求，但

无洁净级别要求，如原料药合成、抗生素发酵与提炼、中药流浸膏剂与流浸膏、散(粉)剂、预

混剂、灭菌、包装等车间。药厂的一般工艺流程：原材料、净化、炮制、提取、浓缩、浸膏、干燥、

粉碎、压片、包衣、成品。在干燥粉碎过程中会散发各种颗粒物、蒸汽和气体污染物，若不加

以控制和处理，会使室内的空气环境受到污染，危害工人健康，影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

同时也会对大自然的环境造成危害。

[0004] 目前在制药工厂的一般生产区中常采用局部通风来进行污染物的收集处理后，集

中排放，但常用的排风罩会出现吸气流速度衰减较快，同时易受横向气流的扰动，传统的排

风罩的捕集效率较低，污染物易扩散到周围工作环境中，导致对工人的健康问题，造成环境

的污染等问题。

[0005] 中国发明专利“环形伞状气幕排风罩”(申请号：CN95114855，公开日：1995.12.13)

实现以电机轴向为中心区域的圆锥状吸风部分和环绕中心吸风区域的环形伞状气幕吹风

部分，既有效防止有害气体的扩散，又增强局部吸排效果。但这种设计有一些不足，从环形

伞状气幕向四周喷出的射流和圆锥排风罩吸入气流的流动方向不一致，违背了气流运动方

向一致性原则，且在排风罩下方气流组织紊乱，有污染物泄露的可能，同时整个系统存在动

力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对此设计改进，更有效的提高污染物的捕集效率，减少能耗，提高药

厂环境的舒适性。

发明内容

[0006] 本专利目的是提供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结合环形气幕排风罩

的局部通风系统。在原来排风系统基础上，在物料过滤离心机中上部安装环形气幕，在物料

过滤离心机打开时，同时打开环形气幕排风系统。

[0007] 本专利所述问题主要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本发明公开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相结合的排风系

统，该系统主要由环形气幕射流部分、离心机、送风部分和排风部分组成。所述送风部分由

轴流风机、软管接头、三通、送风管支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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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离心机、环形气幕和排风罩同心，环形气幕安装在离心机上，送风部分将新风送至

环形气幕，气幕射流和排风罩吸气气流同方向作用形成吹吸气流，新风通过环形气幕向上

射流将污染物送入排风罩口，上升的污染气流卷吸周围气流形成合流，排风罩将污染物吸

入罩内，同时阻绝离心机内的污染气体或颗粒物外泄至工厂内，有效地控制污染物的扩散，

排风罩集中收集处理排放。

[0010] 本系统能够有效地隔断横向气体对排风罩收集污染物的影响，防止污染物的扩散

影响人的健康；对污染源气体的控制效果好、利用较小的风量提高排风罩的捕集效率，降低

能耗；结构简单，安装易操作，运行费用低。本发明使用范围适用于工业厂房车间有害气体

的局部排风场合。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专利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说明。

[0013] 实施例：如图1所示，一种适用于制药车间物料过滤离心机污染物控制的环形气幕

相结合的排风系统，包括轴流送风风机(1)、软管接头(2)、三通(3)、送风管(4)、弯头(5)、物

料过滤离心机(6)、吹气孔(7)、环形气幕(8)、物料过滤离心机盖(9)、排风罩(10)、排风管

(11)。

[0014] 当物料过滤离心机(6)进行物料过滤，物料在放入和过滤结束时，离心机盖(9)打

开的这段时间内，打开轴流送风风机(1)和排风罩(10)，通过轴流送风风机(1)将新风引入

送风管道(4)，通过软管接头(2)和三通(3)，一部分经过送风管(4-1)、弯头(5-1)、送风管

(4-2)、弯头(5-2)、送风管(4-3)到环形空气幕(8)中，另一部分经过送风管(4-4)、弯头(5-

3)、送风管(4-5)、弯头(5-4)、送风管(4-6)到环形空气幕(8)中。环形气幕(8)通过吹气孔

(7)将新风均匀的向上射流，同时排风罩(10)、排风管(11)收集气体，形成环形吹吸气流，阻

止了横向气流的干扰同时也防止污染物外泄至工厂内，经排风系统收集处理后集中排放。

环形气幕(8)要进行定期清洗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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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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