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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室内空气污染问题较为普遍,准确及时地检测室内空气污染物的含量,采取有切实可行的防控治理措施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

康。因此,室内空气检测及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就将分析室内空气检测及防治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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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场所,如今人们对装饰装修要求日益增

多,装饰装修中需要使用多种装饰材料和装饰品,由此也产生了较为严重

的空气污染问题。常见的室内空气污染物有甲醛、苯、氨、氡,其会对人

体健康造成威胁。所以在室内设计中,务必高度重视室内空气污染防控和

治理工作。 

1 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 

甲醛主要来源于装修用人造板材、壁纸和油漆涂料。甲醛是一种无

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如甲醛的浓度超过0.08m3时,会引发咽喉肿

痛、气喘、皮炎等问题,如长期处于甲醛环境下,会引发呼吸道疾病和白

血病等多种病症。苯及苯化合物主要来源于塑料泡沫、防水材料和胶粘

剂中,是一种无色的芳香味液体,且蒸汽具有毒性,会破坏人体的神经系

统和造血系统,长期处于该环境中,容易使人出现头痛、呼吸困难和膀胱

癌等病症。氨在壁纸、石膏线、添加剂和室内装饰中较为常见,其无色

且有强烈刺激性气味,可溶于水,会导致人体出现流泪、呼吸急迫、水肿

等症状。 

氡主要来源于混凝土和水泥等建筑材料,氡呈胶质状,可长期潜伏在

人体当中,早期不易发现,无色无味,具有放射性,会使人体出现呼吸困难

和牙龈出血等症状。 

2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措施 

2.1切实做好采样前准备工作 

采样前,应仔细检查仪器状态,采集流量误差在±5%以内,甲醛和氨检

测均需使用吸收剂,苯、TVOC检测中则使用吸附管。检测前,要仔细检查吸

收剂和吸附管,保证吸收效果。 

2.2加强现场检测 

现场检测时,先按要求关闭门窗,增强采样点位的代表性。检测氡时,

可在建筑的一层和二层设置检测点,规定检测仪器与墙内面的间距在0.5m

以上,与楼地面高度间距为0.8-1.5m。房间内如有两个以上的检测点,则需

合理布点,做好点位的标注工作。采样人员采集空白空气样品时,应以室外

上风向为首选,规避局部污染源,在不同高度采集多个空白样品,提高样品

的代表性。采样中还需准确记录采样的时间、温度、大气压,如温度较低,

则停止采样,完成采样后要使用无污染的挥发硅胶管或硅胶帽做好采样吸

附管和吸收管的密封工作,并做好标记。 

2.3完善样品实验室分析 

甲醛、氨主要采用分光光度计法,绘制标准曲线时,要保留回归方程上

的各点,偏离回归方程的误差需满足要求。以R值来评价,回归方程的截距

值不可超出正常范围,如超出正常范围,则需及时探寻主要原因,再次绘制

曲线。苯、TVOC主要采用气相色谱分析法,依据解析仪和色谱仪选择解析

和分析条件,合理设置温度,严格控制色谱仪的分析温度有利于增强检测

的准确性。 

2.4判定及处理检测结论 

为保障居民的身心健康,我国制定了多套室内环境质量标准,室内污

染物浓度检测的结果满足规定要求后,方可认定室内环境质量达标。若不

达标,相关部门应仔细检查,并予以妥善处理。 

3 室内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 

3.1完善设计和装修 

室内空气污染治理中,要密切室内设计与低碳生活的联系,完善图纸

设计,科学布置排污管道。完善的排污设计能够加强室内环境的美观性和

舒适性。在装修中,一方面要做到合理布局,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有毒气体的

危害,摆放可吸收甲醛的绿色植物,以此增强室内的观赏性,可为住户的健

康保驾护航。 

3.2科学选择施工工艺 

建筑单位需优化施工技术,尽量缩短工程工期,从而抑制施工污染。以

无毒无害的环保工艺为首选,规避二次污染。装饰装修中,不得使用人工合

成板,务必高度重视初期的控制。 

3.3及时通风,严控室内环境污染 

增强室内的通风效果是排除室内污染物的重要措施,这有利于保护人

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空气流动性较强,能够及时排出室内的污染物,

改善室内环境。为优化室内空气质量,应结合温度状态使用和调节空调运

行状态,根据季节温度合理设置空调温度,以免温度频繁变化给人身体带

来不适。使用空调的房间要适度开窗透气,从而加快空气流动,以防住户出

现头晕和呕吐等不适症状。 

3.4合理利用吸附法 

市面上清除异味和毒气的产品较多,且无需投入较高成本,具有良

好的适用性。这些产品需要长期使用,在环境污染相对较轻的室内环境

中应用效果较为理想。长期使用活性炭和竹纤维能够去除50%的甲醛和

80%的苯。或者也可在家中种植部分绿色植物,如吊兰和常青藤,能够吸

附80%的苯,日常生活中也可用桔子皮和柚子皮去除室内异味,保持空气

清新。 

4 结束语 

如今,室内空气的检测和防治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其能够检测室内

污染物浓度,并结合检测结果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以此为人们打造

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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