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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室内环境甲醛检测及治理技术发展研究

张雅蓉

宁夏正荣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 750001

室内空气质量好坏往往会对人体健康水平产生密切影响，必须格外重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新

装饰装修的房子室内空气质量方面可能无法达到标准要750001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新房子所使用到的装饰装

修材料存在甲醛问题，容易引起室内环境污染现象。一般来说，甲醛作为挥发性污染物的代表，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

以及无色、易挥发特征。当室内空间环境充斥过量甲醛气体时，往往就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结合不完全统计

调查显示，个体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室内环境中度过，容易加剧自身遭受甲醛毒害的风险程度。近些年来，为加强

对甲醛污染问题的检测治理，明确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含量浓度，相关工作人员主动利用甲醛检测技术以及综合治理措

施，实现对室内空气中甲醛气体污染问题的有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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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环境的装饰装修，装

饰装修热潮的到来，以及各种建筑材料、装饰涂料的应

用，使得室内甲醛污染问题越发严重。甲醛不断释放，

室内甲醛浓度可能会超过国家标准要求，进而给人体健

康带来巨大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严控甲醛问题、做

好室内甲醛检测与治理显得更加重要。

1 室内污染危害以及应用检测的重要性

对于室内环境造成污染的主要因素便是装修使用的

材料、室外空气污染、室内通风以及人们本身产生的生

活活动等等，其中装修的主料以及使用的辅料如果不合

格，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会非常大，能够释放出很多对人

体产生危害的物质，如甲醛、氨、苯。根据相关数据调

查显示，在室内装饰材料应用中，甲醛超标率达到了百

分之80%，这一检测数据非常可怕。一般每小时释放超过

0.06mg/m3 时人体就会感觉不适，主要表现为嗅觉异常、

流泪、过敏、肺功能异常，长期接触低剂量甲醛也可诱

发白血病、鼻咽癌。所以检测室内空气，做好防治工作

异常关键，可以对身体健康给予保障，营造更加健康舒

适的居家环境[1]。

2 甲醛检测主要的两种方法比较研究

分光光度法主要原理为利用甲醛与检测试剂生成中

间物质，通过比色法在特定波长范围内检测。主要分

为AHMT法和酚试剂法应用广泛。酚试剂法试验简单，

且可以检测出的甲醛浓度范围较大，但是受温度影响较

大。AHMT法特异性和选择性较高，在其他醛类物质共

存时不会干扰到检测结果，但是可操作性较差。

采样方法比较

酚试剂法的吸收液仅为一种，吸取5ml溶液，以

min的流量吸收空气，与之融合，采气10L，采样时间

20min。AHMT法吸收液为稳定剂、抗干扰剂和吸附剂的

组合，吸取5ml溶液，以 的流量吸收空气，与之融

合，采气20L，采样时间20min。这样采集使空气与吸收

液更加稳定，保存比之前者更为优秀。

此外，酚试剂法反应受温度限制，室温低于15℃，

显色不完全，且吸收原液保质期为置于冰箱中冷藏3天，

吸收液临用时现配，采样后24小时需检测完毕，样品保

质期较短。而AHMT分光光度法抗干扰能力较强，试剂

稳定，样品保留稳定，不易被外界气温影响。但其试剂

配制相对较多，且试验步骤较之前者复杂[2]。

检测方法比较

酚试剂法显色剂为硫酸铁铵，加入后放置15min，与

样品就可直接充分融合，显现蓝绿色。AHMT法显

色剂为三种，加入显色剂前要先取 样品，再加入

5mol/L氢氧化钾和 %AHMT溶液，盖上管塞，轻

轻颠倒混匀三次，放置20min。再加入 %高碘酸

钾溶液，充分振摇，放置5min，才可显现紫红色。由此

可见，酚试剂法操作简单，节省时间。而AHMT法操作

时间长，添加显色剂较为繁杂，可操作性差。

标准曲线的比较

酚试剂法标准曲线结果稳定可靠，显色过程单一，

无操作技术干扰，达到标准要求的标准曲线灵敏度2.8чg

的吸光度容易完成，对于引入标准曲线斜率后样品结果

准确度不受影响。而AHMT法标准曲线对于引入标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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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斜率后样品结果准确度影响较大。究其原因，首先加

入试剂较多，操作失误增大，标准曲线线性不佳，斜率

受操作技术影响不易达到标准要求0.175的斜率吸光度，

往往吸光度的斜率偏小。溶液配置的不利因素使标准曲

线吸光度降值0.2左右后，需要注意，另一各影响因素，

标准溶液中加入显色剂时分两次振摇的操作，不易掌握

技巧，前次清清掉到混匀三次，需要注意不可有气泡产

生的情况下混匀试剂，第二次振摇加入高碘酸钾后力度

太大同样会产生气泡，掌握不好5分钟的时间气泡难以散

去，气泡产生越小越好，气泡的存在会对吸光度产生很

大影响。

二者氧化条件不同，酚试剂法为盐酸存在的酸性条

件，而AHMT法为氢氧化钾存在的碱性环境，玻璃器皿

应采用相同性质或者中性洗涤剂清洗以减小系统误差。

综上所述，酚试剂法虽然操作简单，但样品的外

在因素对结果影响较大，变化无常，而AHMT法操作繁

杂，锻炼检测人员的操作要求为内在因素，内在因素可

控，掌握技巧，就能排除。随着民用建筑工程及室内装

修所用的建筑材料、类别、数量繁多，施工工艺复杂多

样化，室内空气本身含有的物质复杂化，使得酚试剂法

的对于样品采集的不稳定因素加大，无法保障样品结果

的准确度，因此新的国家标准GB50325-2020由原来规

定使用酚试剂法检测甲醛，修改为使用稳定性更好的

AHMT法检测甲醛，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度。然而AHMT

标准为GB/16129-1995，年代相对久远，可操作性差，建

议对该方法进行更新修订。

3 甲醛治理技术

吸附技术

吸附技术的本质是通过使用吸附剂来对空气中的污

染物进行吸附，进而降低其对人体的危害。根据吸附过

程的差异可以将吸附分为物理和化学两种，通过物理途

径来对甲醛进行吸附时，因为吸附剂和甲醛之间存在范

德华力可以将二者进行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不够牢靠，

极易发生脱附现象，所以说这种吸附是可逆的。人们在

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吸附剂主要有改性活性炭和活性炭。

因为活性炭在使用过程中较容易出现脱附现象，为了提

高吸附效率，科学家对活性炭进行改良创造出了改性活

性炭，将活性炭进行酸处理或者碱处理，使其由物理吸

附转变为化学吸附。相较于活性炭而言，改性活性炭的

吸附性能更高，同时其饱和吸附量和吸附时间也有明显

提升。除此以外，改性活性炭的再生能力以及化学稳定

性都优于活性炭，当前人们主要使用的改性活性炭包括

木质活性炭、椰壳活性炭以及煤质颗粒活性炭等。

绿色植物吸收技术

绿色植物吸收技术基本上可以视为近几年来室内环

境甲醛检测新兴的技术内容，属于绿色检测技术的领域

范畴。甲醛在被植物吸收之后可在植物新陈代谢的作用

下，逐步发生分解以及转化反应，此时甲醛浓度明显降

低，如果室内甲醛含量浓度较低，植物基本上可以实现

对甲醛气体的有效吸附。一般来说，不同室内观赏植物

在清除能力方面表现不同，且不同观赏植物所表现出的

吸收特性也明显不同。为加强对绿色植物吸收技术的研

究分析，相关学者针对家庭中常见的绿色植物所表现出

的吸收净化能力进行对比实验，对植物吸收甲醛的能力

进行了有效确定[3]。

其中，在多种类型的绿色植物当中，吊兰吸收甲醛

的能力最高，绿萝吸收甲醛的能力最低，其余的虎尾

兰、芦荟等植物在吸收能力方面也表现良好。但是需要

注意的是，如果空气中的甲醛浓度明显超过植物吸收能

力，那么此时植物就会出现一系列病害问题，如叶子枯

黄甚至死亡。因此，在应用绿色植物吸收技术时，相关

人员应该结合室内环境甲醛浓度表现以及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绿色植物进行应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绿色植

物吸收技术与上述理化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加强

对甲醛气体的消除力度。

4 预防室内环境常见问题的有效措施分析

控制污染源，普及绿色装修理念：

控制污染源被公认为减少污染的最有效途径。首

先，对家装用材料进行控制，提倡与普及绿色装修理

念，最好将家装用材料送有资质的检测部门进行检测，

合格后进行装修，在购置家具时改变传统豪华奢侈装饰

观念,轻装修,重装饰。多选用一些实木类的材料,少使用含

胶材料的材料,简单装修,配合一些无污染、无毒害的装饰

品美化室内环境氛围一定要索取家具用材的检测报告，

确保用材符合国家标准。其次，要避免过度装修，提倡

简装。过度装修同样会导致室内空气受到较为严重的污

染。最后，在装修完毕，家具就位放置一段时间后，

（一般建议至少三个月）请有资质的检测部门对室内空

气进行检测，污染物浓度在国家标准范围内方可入住。

夏秋季节温湿度相对较大，促进甲醛等释放，浓度高达

20~30%，进入九月份以后，秋高气爽，温度下降，昼夜

温差大，空气污染缓解。

注重通风，合理摆放植物

通风换气是最有效的方法，用室外新鲜空气来稀释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9

室内空气污染物，利用空气对流时浓度降低，改善室内

空气质量。对于刚装修的建筑而言，借助通风可以有效

改善室内环境，也是治理污染的重要手段。开窗放气过

程中，气流会针对甲醛的蓄积产生稀释作用，所以在完

成装修之后，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空气置换，要打开所

有的柜门、抽屉等。重点是要使空气对流，才能有效的

换气，再者在冬天也要坚持每天通风换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环境与人们的健康生活息息相关，

通过环境检测工作可以明确室内当中存在的有害物质，

例如甲醛、苯等等，根据存在的不同类型，制定相应的

治理措施。此外，挑选合理的检测技术及方法、规范检

测行为、保障采样布点的科学化、应用绿色环保的装饰

材料、注重通风，合理摆放植物等，对于检测结果的精

准性保障，改善室内环境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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