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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要点分析

米雄辉
北京思建新创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北京�100124

摘�要：现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的平衡，更多人发现环境对生活的重要性。因此，环境的变化

越发得到人们的重视，这直接关乎到自身的健康问题。为了推动现代化时代的发展，建筑工程也引起了多方面的关

注。特别是室内环境，主要通过合理使用建筑材料和方法来改善和优化。因此，本文将以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为主

要论点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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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的室内环境检测的主要方向是对环境中的

化学污染物进行检测。因此，在检测过程中，除了通过检

测数据判断环境特点外，还应通过专业的环境控制手段提

高检测精度。目前，室内环境检测通常需要依据相关检测

标准，使用专业的浓度检测仪器来完成判断。检测人员根

据具体环境情况制定提升室内环境质量的可行性方案。

1��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的重要性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确保建筑物内部环境质量

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首先，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检测可以保障人们的健康。建筑物的室内空气质

量、光照、噪音等环境因素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和心理

健康。通过检测，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存在的环境

问题，防止因不良环境引发的各种疾病。其次，建筑工

程室内环境检测有助于提高建筑物的使用效率和舒适

度。例如，良好的照明条件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

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可以提供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通

过检测，可以对建筑环境进行优化，提高人们的生活和

工作质量。再次，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有助于提高建筑

物的经济效益。一方面，通过改善室内环境，可以提高建

筑物的使用价值，吸引更多的租户或买家；另一方面，通

过减少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维修和更换成本，也可以节省大

量的资金。最后，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有助于提高建

筑物的社会形象。一个拥有良好室内环境的建筑物，不

仅可以提升使用者的满意度，也可以提升建筑物的品牌

形象，对于建筑物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

2��室内环境检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环境检测市场混乱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确保建筑物内部环境质量

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首

先，环境检测市场混乱是一个主要问题。由于缺乏有效

的监管和规范，市场上的环境检测机构质量参差不齐，

一些机构甚至存在虚假检测、篡改检测结果等违法行

为，严重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其次，环

境检测技术和设备落后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近年来

环境检测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此外，一些检测设备的精度和稳定性也

不能满足高标准的检测需求。再次，环境检测标准不统

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环境检测标

准尚未完全统一，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检测标准可能

存在差异，这给检测结果的比较和评价带来了困难。最

后，环境检测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些

建筑单位和使用者对环境检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

忽视了环境检测工作，导致一些潜在的环境问题无法及

时发现和解决。

2.2  检测方法不规范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确保建筑物内部环境质量

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其

中，检测方法不规范是一个主要问题。首先，由于缺乏

统一的检测方法和标准，不同检测机构在执行检测任务

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和设备，导致检测结果

的可比性和准确性受到影响。这不仅增加了建筑单位和

使用者的选择困难，也给环境问题的识别和解决带来了

困扰。其次，一些检测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采取

简化的检测方法，甚至忽略一些重要的检测项目。这不

仅可能导致一些潜在的环境问题无法被发现，也可能对

人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再次，检测人员的专业素质也是

影响检测方法规范性的一个重要因素[2]。如果检测人员

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能会导致检测结果的误

判，影响环境问题的识别和解决。

3��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要点

3.1  检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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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确保建筑物内部环境质量

的重要环节，其检测方式主要包括抽样检测、全面检测

和定期检测。首先，抽样检测是在大量样本中随机抽取

一部分进行检测的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大面积、复杂

的室内环境，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由于

只对部分样本进行检测，可能会遗漏一些潜在的问题。

其次，全面检测是对整个室内环境进行全面、详细的检

测。这种方式适用于对室内环境要求极高的场所，如医

院、学校等。全面检测可以确保每一个角落都达到标

准，但成本较高，耗时较长。再次，定期检测是根据一

定的时间周期进行的检测。这种方式适用于正常使用的

建筑物，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保障人们的健

康。但是，定期检测可能会因为时间跨度较长，遗漏一

些短期内出现的问题。

3.2  样品采集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中，样品采集是一个关键环

节，其准确性和科学性直接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以下是样品采集的一些要点：采样点的选择：

采样点应选择在最能反映室内环境状况的地方，如人常

活动的区域、新风入口和出口等。同时，采样点的选择

还应考虑到检测项目的特点，如检测甲醛浓度时，应在

可能释放甲醛的材料附近采样[3]。采样时间的选择：采

样时间应根据检测项目的特点和建筑物的使用情况来确

定。如检测甲醛、苯等有机污染物时，应在装修完成后

的一段时间内进行采样，因为这些有机污染物的释放可

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采样方法的选择：采样方法应根据

检测项目的特点来选择。如检测空气中的颗粒物时，应

采用滤膜法；检测甲醛、苯等有机污染物时，应采用气

相色谱法或液相色谱法。采样设备的选择：采样设备应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精度，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采样设备还应定期进行校准和维护。采样操作的

规范：采样操作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进行，以防

止人为误差。如采样时应避免直接接触样品，避免污染

样品；采样后应及时将样品密封，防止样品变质等。样

品的处理和保存：样品的处理和保存也是影响检测结果

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处理样品时应避免污染，保存样品

时应避免光照和高温等。

3.3  仪器设备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一个复杂且专业的工作，

需要使用专门的仪器设备来进行。以下是一些常用的建

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仪器设备：温湿度计：用于测量室

内的温度和湿度，是最基本的环境检测设备。CO2检测
仪：用于测量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对于室内空气质

量的评估非常重要。PM2.5检测仪：用于测量空气中的颗
粒物浓度，包括尘埃、烟雾等。TVOC检测仪：用于测量
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包括甲
醛、苯等有害气体。氡气检测仪：用于测量空气中的氡

气浓度，氡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放射性气体，对人体有

一定的危害。噪音计：用于测量环境中的噪音水平，对

于评估室内环境的舒适度非常重要。照度计：用于测量

环境中的光照强度，对于评估室内照明条件非常重要。

电磁辐射检测仪：用于测量环境中的电磁辐射水平，包

括无线电波、微波、紫外线等。气流测试仪：用于测量

室内的空气流动情况，对于评估通风效果非常重要。水

质检测仪：用于测量水中的各种物质含量，包括重金

属、细菌等。

3.4  人员要求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以下是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

测的人员要求：专业知识：首先，检测人员需要具备

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环境科学、建筑工程、化学等。

他们需要了解各种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如

何检测和评估这些因素。操作技能：其次，检测人员需

要掌握各种环境检测设备的操作技能[4]。他们需要能够

准确地使用各种设备进行检测，并能够解读检测结果。

经验：此外，检测人员还需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通过

实际的检测工作，他们可以积累经验，提高检测的准确

性和效率。责任感：最后，检测人员需要有很强的责任

感。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安全，因此他

们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持

续学习：由于环境科学的知识和技术在不断更新和发

展，检测人员需要有持续学习的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沟通能力：检测人员还需要有良好的

沟通能力，能够与被检测方进行有效的沟通，解释检测

结果，提出改善建议。遵守规定：在进行检测工作时，

检测人员需要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和标准，确保检测的

公正性和准确性。

3.5  节能响应政府号召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能源危机的日益严重，节能

已经成为了全球的重要议题。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

自然也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措

施，推动全社会的节能行动。首先，政府会通过立法手

段，制定相关的节能法规，对建筑行业的能源消耗进行

规范。这些法规通常会规定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标准，对

超过标准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处罚，以此来促使社会各界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其次，政府还会通过经济手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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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节能补贴、优惠贷款等，鼓励企业和个人采用节能

技术和设备。同时，政府还会对高能耗的产品或服务进

行税收调控，以此来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耗。此外，政

府还会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提高公众的节能意识。例

如，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节能

的重要性，学习节能的方法，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

节约能源。在建筑工程方面，政府会推动绿色建筑的发

展。绿色建筑不仅注重建筑的美观和舒适性，更注重建

筑的能源效率和环境友好性。政府会通过制定绿色建筑

标准，鼓励建筑设计者和施工者采用节能材料和技术，

从而提高建筑物的能源利用效率。

3.6  合理控制影响因素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对建筑内部环境质量进行

评估的过程，其目的是确保建筑内部环境的舒适性和健

康性。在进行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时，需要合理控制

影响因素，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下是

一些主要的影响因素：检测时间：不同的时间段，建筑

内部的环境条件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白天和晚上的

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可能会有所差异。因此，需要

选择合适的检测时间，以获取最准确的检测结果。检测

设备：使用的设备应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以确保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和维护，以

保持其良好的工作状态。检测方法：应根据具体的检测

需求和目标，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5]。例如，对于空气

质量的检测，可以使用气体分析法、粒子计数法等不同

的方法。检测点的选择：应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和人流

量，合理选择检测点。例如，卧室、客厅、厨房等区域

的人流量和使用频率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这些区域的

检测点应进行合理的布局。检测标准：应根据国家和地方

的相关标准，对建筑室内环境进行检测。这些标准通常包

括温度、湿度、光照、噪声、空气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人

员操作：检测人员应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准确

操作检测设备，正确解读检测结果。环境因素：除了以

上几点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环境因

素，如室外的气候条件、建筑的结构材料等。

3.7  结果判定
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的结果判定是整个检测过程

的重要环节，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公正性和

科学性。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判定要点：检测结果与国

家标准的对比：首先，需要将检测结果与国家和地方的

相关标准进行对比。如果检测结果超过了标准的限值，

那么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检测结果的稳定

性：如果在同一时间段内，对同一区域的检测结果有很

大的波动，那么就需要怀疑检测设备的稳定性或者检测

方法的可靠性。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如果在不同的检测

时间，对同一区域的检测结果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就需

要怀疑检测方法的一致性或者检测条件的控制情况。检

测结果的合理性：如果检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

入，那么就需要怀疑检测方法的适用性或者检测人员的

操作技能。检测结果的综合分析：除了以上的点对点的

对比和分析外，还需要对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例

如，可以将空气质量、温湿度、光照等多个检测结果进

行综合分析，以获取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估结果。结果

的解读和建议：最后，需要对检测结果进行解读，并根

据检测结果提出改进的建议。例如，如果检测结果显示

空气质量不达标，那么就需要提出改善通风条件、减少

污染源等建议。

结语

总的来说，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检测是一项关乎人们

生活健康的重要工作。它需要我们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

能，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操作，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环境的变化，及时发现

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创造一个舒适、安全、健康

的居住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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