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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煜雯、胡济民、李宁、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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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超声测量用水处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医用超声测量用水的基本要求、脱气处理、去离子处理、去微生物处理和去悬浮微粒

处理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医用超声测量用水的处理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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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750.1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6908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电导率的测定 

GB/T 12151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浊度的测定(福马肼浊度) 

GB/T 12157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溶解氧的测定 

GB/T 19249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GB 28235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CJ/T 20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化 cavitation 

指在液体内局部压力降低时，液体内部或液固交界面上蒸汽或气体的空泡的形成、发展和溃灭的过

程。 

 

3.2  

散射体 scattering objects 

医学超声的测量用水中包含的微小刚性/弹性颗粒及微气泡等物体。 

 

3.3  

成核效应 nucleation effect 

水中气体分子逐渐聚集形成气泡的过程。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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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环境条件 

4.1.1 处理前自来水的水质应满足 CJ/T 206中城市供水水质的要求。 

4.1.2 环境温度宜控制在 20℃～26℃。 

4.2 基本流程 

医用超声测量用水处理基本流程示意图参见图1。 

 
注： 流程顺序可根据装置特性进行调整。 

图1 医用超声测量用水处理基本流程示意图 

4.3 处理装置 

4.3.1 基础型医用超声测量用水处理系统 

基础型医用超声测量用水处理系统可参考图2，包含减压脱气系统、离子交换器、紫外线消毒器和

过滤器等。 

 
标引序号说明： 

1——减压脱气泵；                                     

2——离子交换器；               

3——紫外线消毒器；                 

4——5μm大微粒过滤器；  

5——1μm小微粒过滤器；   

6——聚丙烯球；   

7——限流器；                         

8——加强管。 

图2 基础型医用超声测量用水处理系统 

4.3.2 其他医用超声测量用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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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脱气膜系统或真空脱气法进行水脱气处理；可选用反渗透装置进行水中去离子及去微粒处

理。 

5 脱气处理 

5.1 概述 

为避免气泡散射和空化对医用超声测量的影响，需要对水进行脱气处理。 

5.2 处理方法 

5.2.1 真空脱气法 

真空在压力为2kPa～2.5kPa时可对水进行有效脱气。经过24小时后，水中溶氧量可降低至1mg/L。 

5.2.2 减压脱气法 

减压脱气法可使水中溶氧量降低至3mg/L。减压脱气系统原理及减压脱气法过程中水中溶氧量的变

化见附录A。 

5.2.3 脱气膜法 

脱气膜法可使水中溶氧量降低至3mg/L。为防止膜上的孔口被堵塞，宜先进行微粒过滤处理。脱气

膜系统原理及脱气膜法脱气过程中水中溶氧量的变化见附录B。 

5.3 测量方法 

通过测量水中氧气的质量浓度，来判断脱气程度。宜按照GB/T 1215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5.4 注意事项 

考虑气体再溶解的速率取决于温度、水的暴露表面积、水体积等因素。可采用在水面上铺满一层聚

丙烯（或类似材质）球延缓水中气体再溶解的速率。加入聚丙烯球后对水溶氧量的影响见附录C。 

6 去离子处理 

6.1 概述 

自来水含有大量溶解的离子物质，会增加水电导率，影响水听器的测量精度和灵敏度。 

6.2 处理方法 

6.2.1 离子交换法 

离子交换法是一种化学去离子处理方法。离子交换器中填装的离子交换树脂宜符合相应型号树脂的

质量要求。使用离子交换树脂宜定期监测其电导率，及时更换。 

6.2.2 反渗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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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法是以压力差为推动力，从溶液中分离出溶剂的膜分离操作方法。反渗透装置宜符合GB/T 

19249的要求。为增加其使用寿命，宜前置微粒过滤器。  

6.3 测量方法 

通过测量水的电导率，来判断水中的离子含量。宜按照GB/T 690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6.4 注意事项 

为避免与水接触的物品会产生离子，宜使用不锈钢、阳极氧化处理后的铝组件、不含加工油的塑料

等材质构建相关部件。 

7 去微生物处理 

7.1 概述 

为避免水箱内的微生物沉积，影响水听器性能和操作者健康，有必要进行去微生物的处理。 

7.2 处理方法 

宜采用以C波段紫外线（波长范围为200nm～280nm）为杀菌因子的紫外线消毒器进行去微生物处理。

紫外线消毒器应符合GB 28235的要求。 

7.3 测量方法 

通过测量水中的菌落总数，来判断水中微生物的含量。宜按照GB/T 5750.1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7.4 注意事项 

为减少微生物再污染，操作人员宜佩戴干净、防水的手套。 

8 去悬浮微粒处理 

8.1 概述 

悬浮在水中的微粒会成为超声波的散射体，除去悬浮微粒也可抑制微生物生长。 

8.2 处理方法 

8.2.1 微粒过滤法 

宜采用两级微粒过滤器去除微粒，两级微粒过滤器含一个较大孔（5μm～10μm）过滤器和一个较

小孔（不大于1μm）过滤器，较大孔过滤器前置于较小孔过滤器。为避免由紫外线过滤器杀死的微生物

进入水中，紫外线过滤器宜前置于微粒过滤器。长时间使用，微粒过滤器会被堵塞，宜定期检查过滤器

并及时更换。 

8.2.2 反渗透法 

反渗透膜孔径小至纳米级，可用于去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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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测量方法 

通过测量水的浊度，来判断水中悬浮微粒含量。宜按照GB/T 1215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8.4 注意事项 

微粒对水的再污染主要有三种途径：空气传播、固定装置的腐蚀和进入水中的物品，宜制定适当的

检查和/或控制程序。可考虑在水面放一层聚丙烯（或类似材质）球以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聚丙烯（或

类似材质）球宜定期更换或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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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减压脱气系统 

减压脱气系统包含水箱、减压脱气泵、加强管和限流器。将水箱出水口处的限流器通过加强管与减

压脱气泵连接，形成减压脱气系统。减压脱气泵和限流器的结合使在两者之间形成局部真空，在低压环

境下，水里的气体溶解度低，当气体在水中达饱和限度时，成核效应会使多个气体分子聚结成气泡从而

逸出水面。脱气后的水循环入水箱后，低含气量的水吸收水箱水中气体以达到平衡。如此循环，脱除水

中大部分气体。 

通过减压脱气系统，水中溶氧量可降至3mg/L，见图A.1。 

 

注： 该试验减压脱气泵额定功率1.1kW。 

图A.1 减压脱气过程中水中溶氧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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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脱气膜系统 

脱气膜系统主要依靠脱气膜进行脱气处理。脱气膜内装有大量的中空纤维，利用中空纤维的疏水性

和透气性达到脱气目的。脱气膜中大量的中空纤维可以扩大气液界面的面积，加快脱气速度。 

通过脱气膜系统，水中溶氧量可降至3mg/L，见图B.1。 

 

图B.1 脱气膜装置脱气过程中水中溶氧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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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聚丙烯球对水溶氧量的影响 

水脱气后，在水表面铺满一层直径为2cm的聚丙烯球，对水溶氧量的影响见图C.1。 

 

图C.1 水溶氧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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