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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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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 替 GB/T36306—2018《洁 净 室 及 相 关 受 控 环 境  空 气 化 学 污 染 控 制 指 南》,与

GB/T36306—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8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空气分子污染、环境反应监测法、污染物、气相空气净化装置等术语(见2018年版的

3.1、3.2、3.3、3.4);

c) 增加了按化学物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释出气体等术语(见3.1、3.3);

d) 更改了空气化学污染物的定义(见3.2,2018年版的3.5);

e) 更改及增加了污染源来源(见4.1、4.2,2018年版的4.1),删除了分级与分类(见2018年版的

4.2);

f) 增加了一般要求、设计、施工及运行维护等空气化学污染控制内容(见5.1、5.2、5.3、5.4),删除

了确定是否污染及情况、控制措施的内容(见2018年版的6.1、6.2);

g) 更改标题“检测”为“检测与监测”(见第6章,2018年版的第5章),更改了检测的内容(见

6.1,2018年版的5.1、5.2),增加了监测的内容(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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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亿

天净化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大学、苏州华泰空气过滤器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协会、滨州裕能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戴纳实验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宝源净化有限公司、江汉大学、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

协会、中电精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丽兹控股有限公司、无锡莱姆顿科技有限公司、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黄冈鲁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禾益净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制药有限公司、深
圳市中建南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阎冬、刘俊杰、王奇勋、孙扬、李卫、夏群艳、陈思源、霍金鹏、郝胤博、胡茂从、
吴志坚、耿文韬、王芳、奚晓鹏、丁力行、杨云涛、杨子强、陈锡福、王艳、严斌、裴晶晶、周淑贞、徐宝平、
徐宜彬、张长安、杨立、杨小龙、白冰。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GB/T36306—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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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空气化学污染控制技术主要针对有空气化学污染控制要求的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空

气化学污染物的分子尺寸范围为0.1nm~3nm,通常状态下是以气体或蒸气形态存在,常规高效过滤

器和超高效过滤器无法有效去除,使用粒子计数器也检测不到。
空气化学污染物种类较多,不同污染物具有不同的化学性质,某些污染物的浓度可随环境的温度、

湿度变化而改变,且污染物来源具有很大的随机性。随着净化技术和材料的发展,空气化学污染物可以

被有效控制和去除,能够保障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内空气化学污染物满足环境限定要求。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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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空气化学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空气化学污染物控制技术要求,包括污染源、空气化学污染控

制、检测与监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的空气化学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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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915.8—202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8部分:按化学物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ACC)
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按化学物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 aircleanlinessbychemicalconcentration;ACC
以ISO-ACC表示的代表给定的某种或某组化学物种类、以克每立方米为单位的最大允许浓度。
注:生物大分子归为粒子,不包含在本定义内。

[来源:GB/T25915.8—2021,3.1.2]

3.2 
空气化学污染物 airchemicalcontaminant
以气态或蒸气形态存在,其化学特性可对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的产品、工艺、设备有不良影响的

物质。

3.3 
释出气体 outgassing
从设备和材料中释放出的气态或蒸气态化学物质。
[来源:GB/T25915.8—2021,3.1.7,有修改]

4 污染源

4.1 室外污染源

存在于室外大气中可能对洁净室内产品、工艺、设备产生危害的化学物质,主要有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臭氧、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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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室内污染源

产生于洁净室内对产品、工艺、设备产生危害的化学物质,主要有氢氟酸、盐酸、硫酸、硝酸、硫氧化

物、氨、胺、可凝结有机物、硼、磷、臭氧等。主要来源:
———作业人员的汗水、防护用品、化妆品等散发;
———生产中使用的光刻胶、显影剂、清洗剂、研磨液、去光阻剂等化学品散逸;
———设备、机台维修、建设材料等释出。

5 空气化学污染控制

5.1 一般要求

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系统应符合工艺生产的要求,空气化学污染物分类及按化学物浓度划分

空气洁净度等级应符合GB/T25915.8的规定。

5.2 设计

5.2.1 选址

洁净室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选择自然大气中化学物浓度较低、自然环境较好的区域;
———远离散发化学物的交通枢纽、工厂、贮仓、堆场等有严重空气污染的区域。

5.2.2 工艺设备布局

工艺设备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散发同类化学污染物的工艺设备布置在同一区域;
———产生并散逸化学污染物的工艺设备采取密闭措施,并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5.2.3 化学污染物的产生区域

产生空气化学污染物的区域宜独立分隔,且与周围洁净空间的静压差(负压)不应小于5Pa。

5.2.4 建设材料

洁净室建设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使用不散发污染物或散发污染物符合控制要求的材料;
———当采用新材料时,先进行化学污染物释出气体检测,检测合格的材料才允许使用。
洁净室建设材料的选用见附录A。

5.2.5 空气净化设备

空气净化设备的使用符合下列要求。
———洁净室新风处理机组(MAU)、室内空气循环处理设备应根据空气化学污染物控制要求设置化

学污染物去除设施。
———新风处理机组、风机过滤单元(FFU)的化学过滤器使用寿命宜≥1年。
———新风处理机组采用褶式化学过滤器时,每1000m3/h风量的滤布面积应≥3m2;风机过滤单

元采用密褶式化学过滤器时,每1000m3/h风量的滤布面积应≥4m2。
电子工业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系统见附录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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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空气化学污染物的控制数据

空气化学污染物的控制数据应根据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的控制要求确定。微电子工业洁净室空

气化学污染物控制数据表见附录C。

5.3 施工

施工阶段的空气化学污染物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根据洁净室建设进度分阶段进行管控;
———制定并执行建筑材料送样检测制度;
———设置人员、物料进入洁净室的管制口;
———对现有生产产生影响的施工区域进行空气化学污染物监测。
室内采取通风换气措施。洁净室施工阶段化学物浓度控制措施见附录D。

5.4 运行维护

洁净室的运行维护符合下列要求:
———应建立空气化学污染物控制的运行维护程序和制度;
———应规定空气化学污染物监测警戒限度和纠偏限度;
———关键区域宜设置在线监测,其他区域宜根据生产需要定期对空气化学污染物进行检测,详见第

6章;
———严重影响设施运行的特殊维修后或更换化学过滤器后,应对环境中的空气化学污染物重新

检测;
———更换化学过滤器时,应根据污染物性质采取适宜的防护措施,更换下来的化学过滤器应进行无

害化处理。

6 检测与监测

6.1 检测

6.1.1 洁净室投入运行前应进行全区域空气化学污染物检测。
6.1.2 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应依据GB/T25915.8—2021附录C的规定执行,检测完成后应提供检测

报告。
6.1.3 常用检测技术宜包括:

———离子色谱法(IC);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
———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TD-GC-MS);
———气相色谱-火焰离子化检测法(GC-FID);
———气相色谱-光离子化检测法(GC-PID);
———化学发光法(CL);
———紫外荧光法(UVF);
———紫外光吸收法(UVA)。

6.2 监测

6.2.1 应对洁净室内可能产生空气化学污染的因素进行监测,宜设置空气化学污染物监测的区域包括:
———生产中使用特气、化学品的工艺设备附近;
———对空气化学污染敏感的生产工序区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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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处理机组进、出风口;
———风机过滤单元进、出风口;
———对现有生产产生影响的施工区域等。

6.2.2 监测方式可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

6.2.3 常用监测技术宜包括:
———监测总无机酸,根据组分种类采用光腔衰荡光谱法(CRDS)、离子迁移谱法(IMS)、紫外荧光

法等;
———监测总有机和无机碱,根据组分种类采用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PTR-MS)、离子迁移谱法、光

腔衰荡光谱法或化学发光法等;
———监测总有机物nC6-C30、总有机酸,根据组分种类采用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在线气相色谱-火

焰离子化检测法(onlineGC-FID)、在线气相色谱-光离子化检测法(onlineGC-PID)或在线气

相色谱-质谱法(onlineGC-MS)等;
———监测活性硫化物(H2S等)采用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离子迁移谱法或紫外荧光法等;
———监测氮氧化合物采用化学发光法;
———监测臭氧等氧化物采用紫外光吸收法。

6.2.4 监测分析仪器的校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固定式监测分析仪配置零气管导入零气进行零点漂移校准,根据需要配置跨度气体管导入跨

度气体进行跨度标定;
———移动式监测分析仪配置零气发生装置;
———根据不同仪器的特点定期进行校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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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洁净室建设材料选用

A.1 洁净室建设材料

A.1.1 释放化学物的洁净室建设材料

洁净室需要控制化学物释放的产品和建设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金属壁板表面的油漆或涂料;

———高架地板;

———风机过滤单元;

———新风处理机组;

———柱子、墙面、地面和顶面上的环氧涂层;

———钢屋架表面的防火涂料和面涂料;

———华夫筒地面上的防腐蚀环氧涂层;

———华夫筒下表面的涂层;

———华夫筒;

———各类封堵材料和密封胶;

———防火封堵材料;

———超高效/高效空气过滤器;

———管道螺纹处的涂料;

———管道支吊架表面的油漆或涂料;

———管道和风管的密封垫;

———风管密封胶;

———电缆;

———保温材料;

———配电及控制设备内外表面的油漆或涂料;

———气柜内外表面的油漆或涂料;

———洁净服、口罩和手套。

A.1.2 洁净室建设材料化学物释出气体参数

建设材料化学物释出气体检测采用VDI2083-17—2013、ASTME595—2015或其他供需双方商定

的标准中规定的方法,由具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检测。具体参数见表A.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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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洁净室建设材料化学物释出气体参数

化学物种类

单位质量建设材料化学物释出气体量/(μg/g)

测试材料接触洁净室内空气的面积占洁净室净面积的

百分比A

A>50% 5%≤A≤50% A<5%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半挥发性

有机物(SVOC)
1000 2000 10000

半挥发性有机物 250 500 2500

胺 150 300 1500

有机磷酸酯 10 10 10

A.2 洁净室建设材料选用

A.2.1 可使用的建设材料

下列产品和材料(并未包括所有产品及材料)的化学物散发量不会对洁净室产生影响,可作为选择

参考:
———聚四氟乙烯(PTFE);
———固态聚苯乙烯(PSL)小球(作为高效过滤器测试粒子替代邻苯二甲酸二辛酯颗粒);
———三元乙丙橡胶(EPDM);
———高弹性聚氨酯涂料;
———环氧瓷漆;
———玻纤高效过滤器滤料(低硼);
———聚四氟乙烯高效过滤器或超高效过滤器滤料;
———聚偏氟乙烯(PVDF);
———玻璃;
———不锈钢制品;
———铝合金制品;
———各种钢材。

A.2.2 不建议使用的建设材料

当建设材料的化学物散发量会对洁净室产生较大影响时,不建议应用于洁净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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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电子工业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系统

B.1 概述

电子工业洁净室净化空调系统中有关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的部分包括:新风处理系统、循环风系统、
微环境控制系统以及移动式深层过滤器系统等。

新风处理系统用于去除室外空气中化学污染物,重点是低浓度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臭氧、氨、挥
发性有机物等。

循环风系统用于控制洁净室内释出的气体,将空气化学污染物降到一定浓度,该系统主要去除空气

中的中、低浓度的化学污染物。
微环境控制系统将晶圆加工、储存和运输时的局部环境与周围洁净室环境隔开,该局部区域设置空

气自循环系统或充气系统,通过循环洁净空气(可配置化学过滤器)或充入高纯度的气体(如氮气等),提
供高质量洁净微环境。

移动式深层过滤器系统用于去除工艺设备维修时某些局部的高浓度空气化学污染气体,以满足空

气质量要求。

B.2 电子工业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的控制方案

在洁净室的净化空调系统中,包括新风处理机组配置化学过滤器,风机过滤单元上安装化学过滤

器,以保持大环境、微环境中合格的空气质量。此外为了满足各生产工序设备维修的需要,当其他的系

统不能经济合理地提供所需要的净化处理时,设置移动式深层空气化学过滤器,去除局部高浓度的污染

气体,避免高浓度的污染气体进入洁净室循环风系统。微电子生产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示意图见

图B.1,平板显示器件生产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示意图见图B.2。

注1:图中新风处理机组省略其他功能段。
注2:新风处理机组采用板式密褶式化学过滤器时,高效过滤器前不设置中效过滤器。

图B.1 微电子生产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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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图中新风处理机组省略其他功能段。

注2:风机过滤单元配置的单层化学过滤器的阻力不大于30Pa。

图B.2 平板显示器件生产洁净室空气化学污染控制示意图

B.3 新风处理机组

新风处理机组功能段:新风→进风段→初效过滤段→中效过滤段→一级加热段→一级表冷段→加

湿段→二级表冷段→二级加热段→风机段→两级化学过滤段→中效过滤段→高效过滤段→出风段→送

新风。新风处理机组功能段示意图见图B.3。

注1:目前微电子和平板显示器件生产洁净室净化空调新风处理机组除风机段外,通常还有两级加热、两级表冷、多
级过滤(初效、两级中效、高效、化学过滤)、加湿等功能段。

注2:风机的全压通常>3000Pa,机外噪声<80dB(A)。

注3:加湿段采用淋水室时,对室外空气中的化学污染物有一定的去除能力。但一些酸性物质被淋水吸收后又很快

地分解,达不到去除的目的,因此还需要设置化学过滤器。化学过滤器对化学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很好,其去除

效率在70%以上,此时空气的相对湿度<70%。

注4:通过高效过滤器后的空气洁净度等级为5级。

图B.3 新风处理机组功能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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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洁净室施工阶段化学物浓度控制措施

D.1 概述

随着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产品制造技术不断提高,工艺生产环境对洁净室内的空气化学物浓度提

出了严格的控制要求。空气化学污染物有洁净室外部和内部等多种来源,外部来源于环境大气中的污

染物;内部来源于建设材料、人员、设备、工艺生产等。因此在洁净室建设施工阶段需要对空气化学物浓

度进行控制。

D.2 施工前期建设材料控制

施工前期建设材料控制采取下列措施:
———洁净室使用无挥发性或低挥发性的建设材料(建设材料的选用见附录A);
———对需要进行化学物释出气体检测的材料,提供检测合格文件后使用;
———控制化学物散发的重点管控材料如洁净区地面环氧、钢结构防火涂料、防火封堵密封胶、管道

及支架涂刷的油漆、保温材料、聚氯乙烯(PVC)制品、电缆等。

D.3 施工初期控制

施工初期控制采取下列措施:
———此阶段洁净室没有完全封闭,先进行可能会大量散发空气化学污染物的工作,如钢结构防火涂

料及油漆涂刷、环氧地面施工等;
———管道支架等的油漆涂刷,在洁净室外加工区完成,静置不少于两天后再进行现场安装,并且在

加工区内安装通风设备进行通风,减低挥发性有机物(VOC)残留。

D.4 施工中期控制

施工中期控制采取下列措施。
———尽量减少油漆、环氧作业施工,如需施工则在室外提前预制,再到洁净室内安装。
———设置洁净室物料进入管制口,管制口附近设检测室,检测室设置通风设施。检测人员使用手持

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在检测室内对进入洁净室的建设材料进行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检测时

通风机关闭,检测仪进气口距离材料≤0.1m,材料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0.5×10-6(体积分

数)。

D.5 施工中后期控制

施工中后期控制采取下列措施:
———洁净室进行通风换气,开启新风处理机组和排风机,降低室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
———如进行有挥发性的施工作业,在洁净室内设置隔离加工间,设置通风设施,避免挥发性有机物

扩散至洁净室内;
———每天定点、定时检测洁净室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记录数据并进行分析,查找污染源。

D.6 施工后期控制

施工后期控制采取下列措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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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穿戴洁净服、口罩和手套进入洁净室;
———洁净室增加开启新风处理机组和排风机数量,加大室内通风换气量,当新风处理机组采用淋水

方式的加湿器时,启动加湿器,去除室外空气中的化学污染物;
———启动风机过滤单元系统,保持洁净室循环风系统运行;
———检查完善洁净室气密性,建立洁净室正压状态;
———在工艺设备搬入前4周进行室外空气和洁净室内全区域化学物浓度检测,确定化学过滤器安

装方案;
———为新风处理机组和风机过滤单元安装必要的化学过滤器(风机过滤单元安装短效型化学过滤

器),保证达到工艺设备安装所需的室内空气化学物浓度标准。

D.7 运行期控制

正式运行期控制采取下列措施:
———落实洁净室进出人员管理制度;
———洁净室内部施工按照规章制度严格管理,材料进入、施工作业提前进行审批并具有许可证件;
———风机过滤单元安装长效型化学过滤器;
———如设置了空气化学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启动该系统,实时自动监测重点区域化学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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