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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印发《关于印发2023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半导体级超纯PFA管》被列入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

化工作委员会归口，由保视丽（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巨圣氟化学有

限公司、株洲宏大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美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夏

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启尔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浙江科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沃特华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君昇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浙江

焓盛氟塑料有限公司、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福建海德福新材料有限公

司、常州市星干干燥设备有限公司、东莞市圣安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温州大学新

材料与产业技术研究院、上海芯密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长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迅势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齐氟新材料有限公司、德赢创新（上海）半导体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共同组织起草。 

2 标准制定背景、目的意义 

2.1 产品及行业概况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半导体行业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精密

制造和高纯物质处理的过程中，对材料和配件的要求极为严格。PFA（四氟乙烯

与全氟代烷基乙烯基醚的共聚物）管材及其配件因其独特的性能，在半导体行业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半导体制造中，PFA管材配件广泛应用于化学品输送系统、清洗单元、刻

蚀设备和其他需要高纯度介质传输的环节。与其他管道相比，超纯PFA管具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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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优势：1）高纯度：超纯PFA管材配件不含有任何金属元素，不会对半导体制

造过程中的化学品产生污染，保障了高纯度介质的输送。2）耐腐蚀性：在半导

体制造中需要处理多种腐蚀性化学品，PFA管出色的化学惰性确保了管道能够安

全地输送这些化学品，而不会对管道本身造成腐蚀或污染。3）耐高温：半导体

制造过程常常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进行，PFA管材配件能够承受较高的工作温度

（-200~260℃），适用于各种高温工艺。4）易于清洁：PFA的非粘性表面使得

管材配件在使用过程中不易粘附化学物质，便于清洁和维护。5）安全性：PFA

管材配件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可以减少电气故障的风险，提高生产安全性。 

PFA管以其卓越的性能在半导体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不仅确保了高

纯度化学品的安全输送，还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维护成本。随着

半导体技术的不断进步，PFA管材配件的应用将更加广泛，为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根据QYResearch头部企业研究中心调研，全球范围内PFA管生产商主要包括

NICHIAS、Parker、Swagelok、Yodogawa、Nippon Pillar、Altaflo、Zeus、Tef-Cap 

Industries、Junkosha、Polyflon Technology Limited等。2023年，全球前十强厂商

占有大约54.0%的市场份额。由于原料、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国产企业起步较晚，

但也有部分企业目前已实现工业化生产，主要有保视丽、株洲宏大、君昇科技等。

全球市场主要企业排名如图1所示。 

 
图1 PFA管全球市场主要企业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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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编制的意义及必要性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高集成度化、高密度化、精细化的发展，对半导体生

产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提出了更高纯度和功能性的更高要求，对PFA材料也提出了

多种不同要求。建立针对半导体制程设备使用的超纯输送系统的相关零配件的标

准，特别是湿电子化学品需要大面积接触的输送PFA管道标准。将会极大的规范

超纯输运系统行业的发展，促进本行业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提升中国半导体产

业的技术水平。 

该标准是在参考了用于超纯水和液态化学品输送系统的聚合物材料及组件

的规范文件SEMI F57基础上提出的，满足中国本地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新标准。

不仅对用于超纯输运管道的原料做了技术规范，也针对半导体湿电子化学的实际

应用，提出了制品的尺寸与性能规范。 

希望通过本标准的制定与施行，规范与提高国内的半导体用的PFA管道的产

品质量水平，降低因为管道质量稳定性、管道型号规格适配性和管道产品的技术

水平引起的不合格芯片的比例，提高中国集成电路芯片制程的良率水平。 

3 标准制定过程 

为了切实做好《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标准的编制工

作，我们在接到任务时，成立了标准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 2023年4月27日，石化联合会发布了《关于征集2023年第一批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保视丽（上海）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等企业对半导体级超纯PFA管的国内外相关

标准、生产现状及下游应用等方面进行调研，确定了《半导体级超纯PFA管》团

体标准的基本内容和制定计划，并提交了项目建议书。 

（2） 2023年7月18日，石化联合会召开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起草单位重

点就标准编制的背景意义、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汇报。 

（3） 2023年8月14日，石化联合会发布《关于印发2023年第一批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半导体级超纯PFA管》团体标

准顺利通过立项评审答辩，被批准立项。 

（4） 立项审查通过后，标准工作组积极开展标准研制工作，结合国内外

征求意见稿



 

4 

 

主要厂家产品指标、企业标准、下游行业对产品的性能要求等，经过多次修改，

完成了工作组讨论稿的撰写工作。 

（5） 2023年12月20日，标准工作组召开了《半导体级超纯PFA管》团体标

准草案第一次线上讨论会，经讨论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

氟乙烯（PFA）管》，并针对标准中的标准引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内容展

开讨论、确认。 

（6） 2024年4月15日，标准工作组召开了《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

烯（PFA）管》团体标准草案第二次讨论会（线下），标准工作组的各位专家及

技术代表针对标准中管道的尺寸规格汇总形式、金属离子及非金属离子析出量的

检测方法等争议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根据会上各企业技术代表和专家建议对标

准草案进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立依据 

1 标准的编写原则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行编写，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相关指标的设定遵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以下原

则： 

1、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科学的原则； 

2、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要求的原则； 

3、坚持先进引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原则，提高经济效益； 

4、坚持“市场导向、先进引领、快速响应、服务产业”的原则； 

5、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资源共享、快速反应的工作原则。 

2 标准主要内容 

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全氟（烷基乙烯基醚）

-四氟乙烯共聚物]管的尺寸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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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超纯水和超纯液态化学品的输送用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

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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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2828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

检验抽样计划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804.1 热塑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能测定 第1部分：试验方法总则 

GB/T 8806-2008 塑料管道系统 塑料部件 尺寸的测定 

2.3 要求 

2.3.1 尺寸规格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应符合表 1 和表 2 的规定。 

表 1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公制） 
单位为毫米（mm） 

尺寸 
（外径×内径） 

外径 壁厚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3*2 3.00 

±0.10 
0.50 ±0.05 

4*3 4.00 
4*2.5 4.00 0.75 ±0.05 
6*4 6.00 1.00 ±0.06 
8*6 8.00 

±0.12 1.00 ±0.10 
10*8 10.00 

12*10 12.00 
±0.12 

1.00 ±0.10 
14*12 14.00 
19*16 19.00 

1.50 ±0.15 
25*22 25.00 

±0.15 
28*24 28.00 2.0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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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英制） 

单位为毫米（mm） 

规格 
尺寸 

（外径×内径） 
外径 壁厚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标准尺寸 允许偏差 

1/8 英寸管 
3.18*1.59 3.18 

±0.10 

0.79 ±0.05 
3.18*2.18 3.18 0.50 ±0.05 

1/4 英寸管 
6.35*4.35 6.35 1.00 ±0.06 
6.35*3.95 6.35 1.20 ±0.10 
6.35*3.15 6.35 1.60 ±0.15 

3/8 英寸管 
9.53*6.35 9.53 ±0.12 1.59 ±0.10 
9.53*7.53 9.53 ±0.15 1.00 ±0.15 

1/2 英寸管 12.70*9.53 12.70 ±0.12 
1.59 ±0.10 3/4 英寸管 19.05*15.88 19.05 ±0.12 

1 英寸管 25.4*22.22 25.40 ±0.15 
5/4 英寸管 31.8*28.0 31.80 ±0.25 1.90 ±0.20 

1-1/4 英寸管 31.8*28.6 31.80 ±0.38 1.60 ±0.15 
1-1/2 英寸管 38.1*33.7 38.10 

±0.25 
2.20 ±0.20 

2 英寸管 50.8*45.6 50.80 2.60 ±0.20 

2.3.2 技术要求 

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3、表4和表5的规定。 

表 3 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外观 外观完好，无脏污、黑点、破损 

总有机碳含量，μg/m2 ≤2000 
表面粗糙度（外径＜250 mm），μm Ra max≤0.25 
表面粗糙度（外径≥250 mm），μm Ra max≤0.45 

金属离子析出量 符合表4规定 
非金属离子析出量 符合表5规定 

表 4 金属离子析出要求 

项目 金属离子析出量（μg/m2） 
铝（Al） ≤1 
砷（As） ≤1 
锑（Sb） ≤1 
钡（Ba） ≤2 
硼（B） ≤20 
镉（Cd） ≤1 
钙（Ca） ≤2 
铬（Cr） ≤1 
铜（C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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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金属离子析出要求（续） 
项目 金属离子析出量（μg/m2） 

铁（Fe） ≤1 
铅（Pb） ≤1 
锂（Li） ≤1 
镁（Mg） ≤1 
锰（Mn） ≤1 
镍（Ni） ≤1 
钾（K） ≤2 
钠（Na） ≤1 
锶（Sr） ≤0.5 
钛（Ti） ≤1 
锡（Sn） ≤1 
钒（V） ≤1 
锌（Zn） ≤1 

表 5 非金属离子析出要求 

项目 非金属离子析出量（μg/m2） 
NH4+ ≤10 
Br- ≤10 
Cl- ≤30 
F- <6000 

NO3- <100 
NO2- <10 
PO43- <10 
SO42- <30 

3 标准确立依据 

3.1 尺寸规格的确定 

标准工作组经调研并结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确定了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

四氟乙烯（PFA）管的尺寸规格，目前，国内各生产企业PFA管的尺寸规格汇总

见表6~表12。 

表6 保视丽（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公制管 

4*3 4 

±0.10 

0.5 ±0.05 
6*4 6 1 

±0.06 8*6 8 1±0.06 
10*8 10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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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保视丽（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续）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公制管 12*10 12 ±0.10 1 ±0.06 

英制管 

3.18*2.18 3.18 
±0.10 

0.5 ±0.05 
6.35*3.95 6.35 1.2 

±0.10 
9.53*6.35 9.53 

±0.12 
1.59 

12.70*9.53 12.7 
19.05*15.88 19.05 
25.4*22.22 25.4 ±0.2 

表7 迅势科技（苏州）有限公司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公制管 

4*3 4 

±0.15 

0.5 

±0.15 
6*4 6 

1 8*6 8 
10*8 10 
28*24 28 2 

英制管 

3.2*1.6 3.2 ±0.1 0.8 
±0.1 

6.35*3.96 6.35 ±0.12 1.2 
6.35*4 6.35 

±0.15 

1.195 

±0.15 
9.53*6.35 9.53 1.58 
9.53*7.53 9.53 1 
12.7*9.53 12.7 

1.58 
19.05*15.88 19.05 
25.4*22.2 25.4 ±0.2 1.6 ±0.2 

31.75*27.95 31.75 
±0.3 

1.9 
±0.3 

38.1*33.7 38.1 2.2 
50.8*45.6 50.8 ±0.5 2.6 ±0.5 

表8 温州大学新材料与产业技术研究院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英制管 

6.35*3.95 6.35 ±0.15 1.2 
±0.10 9.53*6.33 9.53 

±0.18 

1.6 

12.7*9.5 12.7 
19.05*15.85 19.05 ±0.25 ±0.12 
25.4*22.2 25.4 

±0.38 ±0.15 31.75*28.55 31.75 
38.1*33.7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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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株洲宏大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公制管 

6*4 6 
±0.10 

1 ±0.10 
6*3 6 1.5 ±0.15 
8*6 8 

±0.12 
1 ±0.10 

8*5 8 1.5 ±0.15 
10*8 10 

±0.12 
1 ±0.10 

10*7 10 1.5 ±0.15 
12*10 12 

±0.15 
1 ±0.10 

12*9 12 1.5 
±0.15 

19*16 19 1.5 
25*21 25 ±0.20 2 ±0.20 

英制管 

6.35*3.95 
6.35 ±0.10 

1.2 ±0.12 
6.35*3.17 

1.59 ±0.15 
9.525*6.345 9.525 ±0.12 
12.7*9.52 12.7 

±0.15 
19.05*15.87 19.05 
25.4*22.22 25.4 ±0.20 

表10 浙江焓盛氟塑料有限公司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公制管 10*8 10 ±0.18 1 ±0.13 

英制管 

6.35*3.95 6.35 ±0.15 1.2 

±0.13 

9.53*6.35 9.53 
±0.18 

1.6 
12.7*9.5 12.7 

19.05*15.85 19.05 
25.4*22.2 25.4 

±0.38 31.7*27.9 31.7 1.9 
38.7*33.7 38.7 2.2 

表11 东莞市圣安塑料机械有限公司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英制管 

3.18*2.18 3.18 
±0.10 

0.5 ±0.05 
6.35*3.96 6.35 1.20 

±0.10 
9.52*6.35 9.52 

1.59 12.70*9.52 12.7 
±0.12 

19.05*15.88 19.05 
22.22*25.4 25.4 ±0.15 1.5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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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浙江启尔机电技术有限公司PFA管道尺寸规格统计表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壁厚尺寸(mm) 
外径*内径(mm) 标准尺寸 公差 标准尺寸 公差 

公制管 

4*2.5 4 
±0.10 

0.75 ±0.05 
4*3 4 0.5 ±0.05 
6*4 6 1.0 ±0.06 
8*6 8 

±0.12 
1.0 ±0.06 

10*8 10 
12*10 12 
14*12 14 
19*16 19 

1.5 ±0.10 
25*22 25 ±0.15 

英制管 

3.18*1.59 3.18 

±0.1 

0.79 ±0.05 
3.18*2.18 3.18 0.5 ±0.05 
6.35*3.96 6.35 1.2 ±0.10 
6.35*4.35 6.35 1.0 ±0.06 
9.53*6.35 9.53 

±0.12 
1.59 ±0.1 

12.7*9.53 12.7 
19.05*15.88 19.05 
25.4*22.23 25.4 ±0.15 
31.8*28.00 31.8 

±0.25 
1.9 

±0.2 38.1*33.7 38.1 2.2 
50.8*45.6 50.8 2.6 

3.2 指标项目的确定 

检验项目的设定参照国内企业产品的性能指标、下游客户的使用要求等制定，

主要包括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外观、总有机碳含量、表

面粗糙度、金属离子析出量及非金属离子析出量五项指标。 

3.3 指标参数的确定 

3.2.1 外观 

管材外观检验的目的在于评估管道的质量和外观情况，确认管道材质是否符

合标准要求，检查管道的制造工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以及预防管道在运行过程

中出现质量问题。本文件规定半导体级超纯PFA管的外观为外观完好，无脏污、

黑点、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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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总有机碳含量 

PFA管中总有机碳（TOC）含量是评价化学液体或超纯水流过PFA管过程中

析出的有机污染物的指标，有机污染物可能会导致晶圆表面产生非预期的疏水性

质、增加表面的粗糙度、产生雾化表面、破坏外延层的生长。为了严格要求产品

质量，本文件规定半导体级超纯PFA管的TOC含量≤2000μg/m2。 

3.2.3 表面粗糙度 

内壁表面粗糙度是评价PFA管内壁光滑程度的一个指标。低的内壁表面粗糙

度可以有效减少污染物和微生物在化学液体或超纯水流经PFA管时的附着。工作

组充分调研并综合考虑企业生产情况后，本文件规定半导体级超纯PFA管的表面

粗糙度（外径<250 mm）为Ra max≤0.25μm，表面粗糙度（外径≥250 mm）为Ra 

max≤0.45μm。 

3.2.4 金属离子析出量 

金属离子析出对半导体材料的性能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影响。金属污染会改变

微电子器件的电性能，并在制造过程中对微电子器件和其他关键表面产生腐蚀或

蚀刻效应，导致器件失效。为了严格产品质量，本文件规定半导体级超纯PFA管

的铝（Al）、砷（As）、锑（Sb）、镉（Cd）、铬（Cr）、铜（Cu）、铁（Fe）、

铅（Pb）、锂（Li）、镁（Mg）、锰（Mn）、镍（Ni）、钠（Na）、钛（Ti）、

锡（Sn）、钒（V）、锌（Zn）的析出量均为≤1μg/m2，钡（Ba）、钙（Ca）、

钾（K）析出量均为≤2μg/m2，硼（B）析出量为≤20μg/m2，锶（Sr）析出量为≤0.5μg/m2。 

3.2.5 非金属离子析出量 

在制造过程中，离子污染会对微电子器件和其他关键表面产生腐蚀或蚀刻作

用，导致器件故障。含有离子污染的溶液蒸发后可能会在表面留下残留物。这会

导致微电子器件性能下降，影响客户使用效果。标准工作组通过充分调查、研究，

本文件规定半导体级超纯PFA管的NH4
+、Br-、NO2

-、PO4
3-析出量均为≤10μg/m2，

Cl-、SO4
2-析出量均为≤30μg/m2，F-析出量为≤6000μg/m2，NO3

-析出量为≤100μg/m2。 

三、试验验证情况 

本次制定主要按拟定的标准方法，对乙基全氟异丁基醚的外观、乙基全氟异

丁基醚含量、水分、酸值、氟离子（以F-计）、蒸发残留进行测定，实验结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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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拟定方法可行，试验数据见各企业验证报告（附录）。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水平分析 

本标准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规范文件SEMI F57的对比情况如下： 

表13 指标（除金属及非金属离子析出量）对比 

项目 
本标准 SEMI F57 

指标 
外观 外观完好，无脏污、黑点、破损 - 

总有机碳含量，μg/m2 ≤2000 ≤40000 
表面粗糙度（外径＜250 mm），μm Ra max≤0.25 Ra max≤0.25 
表面粗糙度（外径≥250 mm），μm Ra max≤0.45 Ra max≤0.45 

表14 金属离子析出量指标对比 

项目 
本标准 SEMI F57 

指标（μg/m2） 
铝（Al） ≤1 ≤5 
砷（As） ≤1 ≤2 
锑（Sb） ≤1 ≤2 
钡（Ba） ≤2 ≤15 
硼（B） ≤20 ≤30 
镉（Cd） ≤1 ≤2 
钙（Ca） ≤2 ≤10 
铬（Cr） ≤1 ≤1 
铜（Cu） ≤1 ≤10 
铁（Fe） ≤1 ≤5 
铅（Pb） ≤1 ≤1 
锂（Li） ≤1 ≤2 
镁（Mg） ≤1 ≤2 
锰（Mn） ≤1 ≤5 
镍（Ni） ≤1 ≤1 
钾（K） ≤2 ≤10 
钠（Na） ≤1 ≤10 
锶（Sr） ≤0.5 ≤0.5 
钛（Ti） ≤1 ≤2 
锡（Sn） ≤1 ≤2 
钒（V） ≤1 ≤2 
锌（Zn）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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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非金属离子析出量指标对比 

项目 
本标准 SEMI F57 

指标（μg/m2） 
NH4+ ≤10 ≤100 
Br- ≤10 ≤100 
Cl- ≤30 ≤100 
F- <6000 ≤20000 

NO3- <100 ≤100 
NO2- <10 ≤100 
PO43- <10 ≤100 
SO42- <30 ≤100 

本项目标准技术水平的制定均高于SEMI F57，符合团体标准“科学性”、

“先进性”的制定要求，切实做到科学有效、技术指标先进等要求。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1. 本标准符合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没有矛

盾之处。  

2. 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八、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本标准的制定使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质量控制和

质量监督有标准可依，确保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品质，

有利于企业与管理部门在产品质量管理方面的协调统一，引领整个行业建立正确

的质量导向。 

2. 本标准的制定规范了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生产加工、

包装销售等环节，对提高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为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生产企业提供了更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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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更科学的技术支持。 

九、实施团体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

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1. 本标准修订、颁布后，为更好的规范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提高半导体级

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的产品质量，促进行业快速发展，编制组建议

相关部门和协会要认真做好标准的宣传培训工作，使其能真正得到实际应用，以

便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编制单位将对该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和收集标准执行中

发现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标准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该标准的科学性、

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征求意见稿



 

15 

 

附录 

1. 保视丽（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半导体级超纯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管》

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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