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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工程室内环境空气检测

蔡 健 白秀峰

安徽城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 合肥 230000

在建筑中大量使用各种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虽达到了美观性的要求，但也不可避免的导致室内空气中

的污染物含量变大。鉴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建筑工程室内环境空气检测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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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基于政策影响与人们追求的变化，精装修行

业快速发展。从全球角度分析，发达国家精装修比例相

对较高，例如日本与美国等，已经超过 。从我国精

装房发展情况来看，渗透率提高到 ，不过依旧低于

成熟期国家的一半，还处于成长期，存在很大的发展空

间[1]。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中，尤其是精装房，必须要

注重室内环境的检测，深度分析此课题，提出有效的检

测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室内环境空气检测技术概述

室内环境空气检测，实则是运用相应的技术来针对

室内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来进行连续性的定量检测，以

此来将危害人体健康的因子确定出来。室内环境空气污

染会威胁到人的身心健康，也可以实施我国建筑装修行

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得要注重室内环境检测的

作用，并积极总结实践经验，来选用检测技术来合理应

用并提高室内环境检测数据的安全可靠性、客观性与时

效性，以此来进一步促使检测数据可以全方位、精准性

的展现出室内环境的质量。

2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空气检测的内容

甲醛

一般情况下，甲醛在室内环境污染中最为常见，再

加上本身甲醛就是一种无色气体，纵然它可以散发出较

为刺激的味道，但是也极易被人们所忽视。一般对甲

醛进行检测时，除了依据其气味外，还仍旧需要依赖于

一些专业的检测机构，以准确探测其含量。甲醛的危害

主要在于会直接影响到居住者的呼吸系统，长期居住在

甲醛含量超标的环境中，会增加人们患哮喘等疾病的几

率，此外由于人们的皮肤长期暴露在此类环境中，还会

引发皮炎等问题。而在建筑工程中，由于诸多建造环节

中都会涉及到含甲醛材料的使用，因此甲醛安全隐患极

大。基于此，在建筑工程投入使用之前，必须要做好对

甲醛的检测，只有确保其含量在正常标准之内以后才能

入住使用。

苯系物

除了甲醛以外，最为常见的建筑之中出现负面影响

的空气污染物即为苯系物，与甲醛相类似的是，其也是

无色气体，但相对于甲醛刺激性的气味，苯系物的味

道更为“芬芳”，同时还会带来一定的爆炸隐患，因此

其危害相对于甲醛更大，容易引发多种危险。相较于其

存在的爆炸可能性，苯系物在建筑使用的过程中，当前

最为主要需加以预防的仍然是其对人体健康的负面作

用，其主要侵袭的是人体的皮肤结构，会诱发如过敏性

湿疹、皮肤干燥等现象，如果苯系物含量相对较高，还

会带来如贫血等严重危害人体生命健康的后果。常见的

苯系物主要来自于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各类涂料、油漆

等，为保证居民的健康，在入住前也需对苯系物含量展

开检测[2]。

氨

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氨主要来源于阻燃剂及混凝土外

加剂，国家标准规定其氨释放量不大于0.10%。这个是国

家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规定，因为混凝土防冻剂经常采用挥

发氨气的氨水、尿素等，将导致室内环境氨气严重污染，

因此已规定不允许采用这类防冻剂。同样，织物和木材阻

燃剂也同样会释放氨气，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这类物质的特点在于，即使在日常室温条件下，这

些物质也会出现蒸发的情况，并释放出对人体健康有害

的一些气体。因此，不论是建筑工程的建造者还是居住

使用者，都应当做好相应防范措施。一般情况下，总挥

发性有机物不仅会危害到人们的免疫系统，当其含量超

标后，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会受到侵袭，并导致人们出

现头晕、恶心等情况。由于这些物质都具备一定的挥发

性，建筑工程中较多见于涂料以及油漆之中。

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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氡是一类相对较为少见的建筑危害性气体，其最大

的特点为无色、无味且与其他化学元素的反应较差，因

此其检测的难度相对较大，必须经由专业的队伍或检测

人员才能加以检测。尽管其相对含量较少，但其造成的

负面影响却十分巨大，如果其长期在建筑之中存在，会

在潜移默化间对人体的呼吸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会

引发肺癌等疾病。氡主要是在建筑工程之中的花岗岩等

石材中出现。

3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气体的主要检测技术

采样技术

（1）直接采样技术。一般情况下，对于刚刚建造完

成的建筑工程而言，其室内空气浓度都往往较大，且各

类物质的含量都较高，此时就可以借助恒流大气采样仪

对室内空气进行直接采样。（2）富集采样技术。若需

要采集较多的空气样本，并且需要检测的空气样本也较

为多样时，应当使用富集采样的方法。如对于苯、甲醛

以及 就主要使用富集采样的方法。通常情况下，

较常用到的富集介质除了有固体吸附剂之外，就是吸收

液。在采集苯和 时多使用固液混合的吸附剂，或

者单纯使用固体吸附剂，而当采集氨及甲醛时多使用吸

收液[3]。

室内空气环境的检测技术分析

（1）甲醛检测技术分析。和其他建筑中普遍见到的

有害气体相比之下，甲醛为化学性质尤为活泼的一种，

所以测量方式也相对多元化。结合现今国家统一规范

来分析，一般可以通过AHMT比色法和简便取样仪器检

测法来进行检测，因为前者所耗费的成本与检测周期较

长，所以简便取样仪器检测方式往往被大众所采用。

（2）TVOC的采样及检测。检测人员得要配备Tenax-TA

吸附管，管内装有200mg的Tenax-TA吸附剂，流速则适宜

控制在0.5L/min，大约需要采气为10L，检测中需考虑大

气压、相对湿度、采样温度、采样流量与采样时间等因

素，样品保质期为14天。在分析样品的时候，需运用热

解吸直接进样的气相色谱法，将吸附管放置在热解吸直

接装入到进样装置之中，保障解吸气流方向和标准吸附

管制样气流方向相悖，在进行300℃充分解吸之后，来将

解吸气体直接通过进样阀快速进入到气相色谱仪来实施

色谱定量分析。（3）苯系物检测技术。已经我国统一规

定的建筑工程室内检测规范来分析，苯系物的检测则是

建立在活性炭吸附-热解析气相色谱法，所起到的效果较

好且存留的时间较长。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采样时需将

吸附管和大气采样器的入气口垂直相互连接起来。（4）

氡检测技术的分析。氡相对其他污染物来说超标的情况

较为少见，目前在建筑工程实际检测中运用较多的方法

有泵吸静电收集能谱分析法、泵吸闪烁室法、泵吸脉冲

电离室法、活性炭盒--低本底多道γ谱仪法，但需要注

意的是其检测误差应当被控制在 以内。氡的检测需

要在密闭的环境下进行，如果室内安装空调则需要打开

空调测量，如果没有空调则需要保持密闭环境24h后再进

行测量。（5）氨检测技术分析。在建筑工程室内的氨检

测过程之中，最为主要的手段和方法是分光光度法，可

快速、精确地检验氨的存在。测量原理是利用氨能够溶

于水并产生碱性物质的特性，首先将室内的空气进行吸

收、采样，再将其通入含有与碱性物质会变色的溶液之

中，从而对其展开系统性的测量[4]。因此，根据这一原理

特征，相关的检测人员必须保证所使用的试剂必须符合

规范与需求，避免试剂出现变质等现象，引发检测结果

出现不准确等现象。

4 建筑工程室内空气检测的质控措施

配置专业的仪器与设备

室内空气检测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各类仪器与设备的

支持，为了保证检测工作高质量落实，需要结合检测的

内容与任务，配置充足的专业的仪器与设备，促使检

测工作的专业性得到提高。从检测工作角度分析，使用

达标的仪器与设备，对严格控制检测数据精准度，起到

积极的作用。目前来说，建筑室内空气检测需求不断增

加，在检测市场上也涌现出各类检测仪器，不过仪器的

情况差异较大，若选择不当，则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要按照统一规范的标准配置充足的资源，避免使

用不合格的仪器影响房屋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检验的结

果。对于使用的仪器与设备，要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定期为其进行检定，保证其性能水平达标，以免因为仪

器设备不准确，影响到质量检测的结果。日常工作中，

要认真落实仪器设备的维护工作，定期采取维护保养措

施，全面排查仪器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防范不利影响

出现。

确定室内空气检测标准

为了从根本上保证检测的效果以及效率，就必须统

一规范我国建筑室内空间检测的标准，也需要包括国家

卫生检疫部门、监督部门以及执法部门的协作。杜绝当

前部分机构只对常见的甲醛、苯等有害气体的检测，而

是做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检测工作，致力于找寻所有的

有毒有害气体[5]。为了驱动全国各地都能从根本上保证

环境空气的质量，就需要统一检测质量标准，同时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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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部门，还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如空气湿度、

温度等环境，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及优化，从而更契合

自身的检测需求，真正意义上为当地的人民群众谋求福

利，为居民的正常生活奠定基础。

结束语：目前，研究并持续性加强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空气质量检测，不但可以推动我国室内环境优化发

展，且可以在提升人们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奠

定间的基础。在建筑室内环境空气质量检测阶段，检测

人员不仅仅要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与专业化的检测方式

之外，还得要做好检测工作，从根本之上来保障空气质

量检测结果的科学合理性与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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