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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危害及控制

杨华萍
浙江宁工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甲醛作为一种常见且危害较大的室内污染物，广泛存在于生活环境中，其来源涵盖室内装修材料、家具

制造以及多种日常用品等方面。它对人体健康有着多方面的危害，涉及呼吸系统、眼部系统、神经系统等，甚至存在

致突变性和致癌性，特殊人群更易受影响。为保障健康，控制甲醛至关重要，可通过源头控制、通风换气、利用室内

植物与活性炭、水洗以及专业检测与治理等多种方法，本文将对甲醛的危害及控制措施展开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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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现代生活中，随着人们居住和生活环境的

不断变化，甲醛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健康隐患。无论是

新装修的房屋，还是日常使用的各类物品，都有可能释

放甲醛。它悄无声息地潜藏在我们身边，却对人体健康

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引发呼吸道不适到损害神经系

统，甚至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致癌风险，尤其对老人、

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危害更大。因此，深入了解甲醛

的来源、危害以及掌握有效的控制方法十分必要，这也

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内容。

1 甲醛的来源

1.1  室内装修材料
室内装修材料是甲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各类装修

材料中，如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等板材，它们在生

产过程中通常会使用含甲醛的胶粘剂，以增强板材的

强度和稳定性。这些胶粘剂中的甲醛会在装修后持续释

放，时间可长达数年。此外，像油漆、涂料、壁纸等装

修材料也可能含有甲醛。油漆中的助剂、涂料中的防腐

剂以及壁纸的胶黏剂等都可能成为甲醛释放的源头。即

使是一些所谓的环保装修材料，也不能完全杜绝甲醛的

存在，只是其含量相对较低，但在大量使用或空间密闭

的情况下，仍会造成室内甲醛浓度超标。

1.2  家具制造
家具制造过程中也大量涉及甲醛的使用。许多木质

家具，特别是板式家具，其生产工艺依赖于含甲醛的人

造板材。这些板材在加工过程中，由于封边技术不完

善或者使用劣质封边材料，使得板材内部的甲醛更容易

释放到空气中。除了板材，家具的表面处理，如油漆涂

装，其中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含有甲醛成分。而且一些布

艺家具，其面料的印染过程可能使用含甲醛的助剂，以

达到防皱、固色等效果。沙发、床垫等家具内部的填充

材料，如果生产工艺不规范，也可能成为甲醛释放源，

在人们长时间接触家具的过程中，甲醛不断散发，对人

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1]。

1.3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同样是甲醛的潜在来源。例如，一些塑料

制品，像塑料餐具、塑料收纳盒等，在制造过程中可能

会添加甲醛作为增塑剂或防腐剂，尤其是一些劣质塑料

制品，甲醛释放量可能较高。此外，化妆品、清洁剂等

日化产品也可能含有微量甲醛。部分化妆品中的防腐剂

为了防止微生物滋生，会使用甲醛释放体类防腐剂，在

使用过程中会有少量甲醛释放。还有一些纺织品，如窗

帘、地毯等，在印染和后整理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含甲醛

的助剂，以提高其抗皱性、防火性等性能，这些日常用

品虽然单个甲醛释放量相对较少，但由于与人们接触频繁

且在室内分布广泛，也会对室内甲醛浓度产生累积影响。

2 甲醛的危害

2.1  对呼吸系统的危害
甲醛对呼吸系统具有显著危害。当人体吸入甲醛

后，它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在低

浓度甲醛环境下，可能导致呼吸道轻微炎症，出现咳

嗽、打喷嚏、流鼻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长期处于这种

环境会使呼吸道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患上呼吸道感染性

疾病。随着甲醛浓度升高，会引起喉咙疼痛、声音嘶

哑、胸闷气短等症状，严重时可诱发哮喘发作，对于原

本就患有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甲醛的刺激

可能会加重病情，甚至导致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等危及

生命的情况。而且，长期暴露在甲醛超标的环境中，呼

吸道黏膜反复受损修复，可能会引发慢性支气管炎、肺

气肿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极大地影响肺部功能和人体

的呼吸健康。

2.2  对眼部系统的危害
甲醛对眼部系统的危害不容小觑。其具有较强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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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性，当眼睛接触到空气中的甲醛时，会立刻引起眼部

的不适反应。起初，可能表现为眼睛干涩、刺痛，仿

佛有异物进入眼睛，同时伴有眼睛发红、流泪等症状。

长时间处于甲醛环境中，眼部的结膜和角膜会受到持续

性的刺激，容易引发结膜炎，导致眼睛瘙痒、分泌物增

多、视力模糊等问题。严重情况下，甲醛还可能对角膜

造成损伤，影响角膜的透明度和正常功能，进而影响视

力，甚至可能导致角膜溃疡、穿孔等不可逆的眼部损

伤，对视觉系统造成永久性的损害，极大地降低生活质

量并可能引发其他眼部并发症。

2.3  对神经系统的危害
甲醛对神经系统有着多方面的危害。它能够穿透血

脑屏障，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代

谢和功能。在低浓度甲醛暴露下，可能会使人出现头

晕、头痛、乏力、嗜睡等症状，影响人的注意力、记忆

力和反应速度，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长期暴露在较高

浓度甲醛环境中，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更严重的损害，可

能引发情绪波动，如焦虑、抑郁、烦躁不安等精神症

状，还可能导致失眠、多梦等睡眠障碍。对于儿童而

言，神经系统正处于发育阶段，甲醛的危害更为明显，

可能影响智力发育，导致学习能力下降、行为异常等问

题。在极端情况下，高浓度甲醛的急性暴露可能导致抽

搐、昏迷等严重神经系统症状，甚至危及生命，对神经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毁灭性打击。

2.4  对皮肤黏膜的刺激作用
甲醛对皮肤黏膜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当皮肤接触

到甲醛时，会迅速引发皮肤的炎症反应。在接触初期，

皮肤可能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症状，类似于接触性皮

炎。若暴露时间较长或甲醛浓度较高，红斑可能会逐渐

加重，形成丘疹、水疱等皮疹，水疱破裂后容易引发皮

肤感染，导致皮肤溃烂、渗液等情况。对于皮肤较为敏

感的人群，甲醛的刺激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过敏反

应，如全身性的皮疹、荨麻疹等，瘙痒难忍，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此外，甲醛对鼻腔、口腔等黏膜组织也有刺

激作用，会导致鼻腔黏膜充血、水肿，引起鼻塞、流涕

等症状，口腔黏膜可能会出现疼痛、溃疡等情况，破坏皮

肤黏膜的屏障功能，使人体更容易受到外界病菌的侵袭。

2.5  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在细胞水平上，甲醛能够与细胞内的 DNA、蛋白质

等生物大分子发生反应，导致 DNA 损伤，如形成 DNA 
交联、断裂等异常结构。这种 DNA 损伤如果不能及时
修复，就可能引发基因突变，使细胞的生长、分裂和分

化过程失控，进而诱发癌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甲

醛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暴露在甲醛超标的环境中，患

鼻咽癌、白血病等癌症的风险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从

事与甲醛密切相关行业的工人，如家具制造工人、装修

工人等，由于长期处于高浓度甲醛环境中，他们患癌的

几率远高于普通人群。甲醛的致突变和致癌作用往往具

有潜伏期长、不易察觉的特点，一旦发病，治疗难度较

大，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和家庭造成巨大的冲击[2]。

2.6  对特殊人群的危害
特殊人群，包括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患有基础性

疾病的人，对甲醛更为敏感，所受危害也更为严重。儿

童的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免疫系统尚未完全成

熟，细胞代谢活跃，甲醛更容易对其身体器官和系统造

成损害。例如，可能影响儿童的身高发育、智力发育，

导致免疫力低下，频繁生病。孕妇暴露在甲醛环境中，

不仅自身健康会受到威胁，甲醛还可能通过胎盘影响胎

儿的正常发育，增加胎儿畸形、流产、早产等风险。老

人由于身体机能衰退，各项生理功能减弱，对甲醛的抵

抗力较差，可能会加重原有的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甚至引发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和寿命。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如哮喘、糖

尿病、心脏病等，甲醛的刺激可能会使病情恶化，治疗

难度增大，康复周期延长，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谓是雪

上加霜。

3 甲醛的控制方法

3.1  源头控制
在装修选材时，应优先选用环保等级高的材料，如

符合 E0、E1 标准的人造板材，这类板材甲醛释放量相对
较低。对于家具，尽量选择实木家具或采用无醛胶粘剂

制造的板式家具，同时关注家具的封边工艺，良好的封

边能够有效减少甲醛释放。在装修过程中，合理规划材

料使用量，避免过度装修造成甲醛的大量累积。此外，

购买日常用品时，挑选正规厂家生产、有质量保障且明

确标注低甲醛或无甲醛的产品，如环保型的塑料制品、

纺织品等。例如，在墙面装修时，可采用硅藻泥等天然

环保材料替代传统含甲醛的涂料，从源头上减少甲醛进

入室内环境的可能性，为打造健康的居住空间奠定坚实

基础。

3.2  通风换气
通过打开门窗，形成空气对流，能迅速降低室内甲

醛浓度。新装修房屋应保持良好通风至少3-6个月，最好
能持续通风一年以上。可根据不同季节和天气情况灵活

调整通风时间，如夏季白天高温时段可适当减少通风，

早晚凉爽时加大通风量；冬季则选择在气温较高的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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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通风，合理利用新风系统，它能在不开窗的情况下

持续引入室外新鲜空气，排出室内污浊空气，有效改善

室内空气质量，尤其适用于雾霾天或无法长时间开窗通

风的情况，确保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不断被稀释和排

出，维持室内空气清新[3]。

3.3  室内植物与活性炭
室内植物与活性炭在甲醛控制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

用，常被广泛应用于室内空气净化。许多常见的室内植

物具备吸收甲醛的能力，例如绿萝，其叶片宽大且繁

茂，能够通过气孔吸收空气中的甲醛，并利用自身的

新陈代谢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吊兰也是甲醛的 “天

敌”，它细长的叶片和发达的根系可以有效吸附和分解

甲醛。芦荟不仅能吸收甲醛，还具有杀菌等多种有益功

效。这些植物在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默默地为净化空

气贡献力量。活性炭则因其独特的多孔结构而对甲醛有

良好的吸附性。它的孔隙可以大量捕捉甲醛分子，将其

固定在表面。通常，将活性炭放置在室内的各个角落，

尤其是靠近甲醛释放源的地方，如家具周围、窗台边

等，能显著提高对甲醛的吸附效率。然而，无论是室内

植物还是活性炭，它们的吸附和净化能力都并非无限。

植物在甲醛浓度过高或环境不适宜时，吸收效果会大打

折扣；活性炭在吸附饱和后，若不及时更换，还可能会

将已吸附的甲醛重新释放回空气中。

3.4  水洗去除甲醛
水洗去除甲醛是一种较为实用且经济的除醛方法。

对于新购置的窗帘、沙发套、床上用品等纺织品，甲醛

往往会附着在其纤维表面。将这些物品放入清水中浸

泡，甲醛会逐渐溶解于水中。一般来说，浸泡时间建议

在数小时左右，期间可适当换水并进行搓洗，这样能更

有效地去除甲醛。例如，新窗帘在首次使用前，经过充

分浸泡和清洗后，可大幅降低其甲醛含量，减少对室内

空气的污染。对于一些小型的家居用品，如塑料餐具、

玩具等，也可以通过水洗来减少甲醛残留。用流动的清

水反复冲洗，能去除其表面的部分甲醛。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水洗法对于已经深入材料内部的甲醛去除效果

有限，且对于一些大型的家具，如木质衣柜、沙发等，

由于无法整体进行水洗，该方法并不适用。因此，水洗

去除甲醛通常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与其他如通风换气、

使用吸附剂等方法相结合，共同降低室内甲醛浓度，为

人们营造一个相对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

3.5  甲醛检测与治理
甲醛检测与治理是保障室内空气质量达标的重要环

节。首先要定期进行甲醛检测，可采用专业的甲醛检测

仪器或请专业检测机构上门检测，了解室内甲醛浓度

水平。对于新装修房屋、新购置家具或感觉室内空气有

异味时，更应及时检测。当检测发现甲醛超标时，可采

取多种治理措施。轻度超标可采用光触媒技术，在紫外

线照射下，光触媒能够将甲醛等有害气体分解为水和二

氧化碳。也可使用空气净化器，通过其内部的活性炭滤

网、HEPA 滤网等多层过滤系统吸附和分解甲醛。对于严
重超标的情况，可考虑请专业的甲醛治理公司，他们采

用高温熏蒸、臭氧氧化、生物酶分解等综合技术，对室

内甲醛进行全面治理，但要注意选择正规、信誉良好的

公司，确保治理效果显著且不产生二次污染，从而为居

住者创造安全健康的室内环境[4]。

结束语

甲醛危害不容小觑，它如隐匿的 “健康杀手”，

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呼吸系统的

不适到神经系统的损伤，从皮肤黏膜的刺激到致癌风险

的增加，尤其对特殊人群更是雪上加霜。然而，通过源

头控制、通风换气、植物与活性炭吸附、水洗以及专业

检测治理等多方面举措，我们能够有效与之对抗。在追

求健康生活环境的道路上，对甲醛危害的认知与防控手

段的运用是关键。让我们积极行动，将甲醛危害降到最

低，守护家人与自己的健康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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