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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CAS 598—2022的乘用车内气味污染物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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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解读了T/CAS 598-2022乘用车内气味污染物限值要求，并针对标准中气味物质的检测方法进行了开
发验证，给出了进行气味物质检测的试剂配制、设备参数，有利于行业内实验室对标准的理解以及对气味物质检测项

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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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产

销量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汽车保有量达4.17亿辆，扣除报废注销量比
2021年增加2129万辆，增长5.39%。汽车驾驶人数达4.64
亿人。在汽车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塑料、橡胶、皮

革、胶粘剂等化工产品由于其出色的机械性能和成本优

势被应用于汽车内饰的合成中，这些产品在提升汽车安

全性、使用舒适性的同时，也因其含有的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而造成了车内空
气污染，2011年国家发布并实施了GB/T 27630-2011《乘
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1]，对乘内8项挥发性有机物
做出了明确要求，车内8项挥发性有机物也得到了有效管
控。近几年消费者对车内异味的投诉抱怨一直处于很高

的关注度。中国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T/CAS 598—2022
《乘用车内气味污染物控制标准》[2]于2022年发布。是国
内首个对车内异味物质提出管控限制的标准，标准中列

出了17种气味管控物质的限值要求。该标准的提出受到
了行业的广泛关注，中汽数据健康汽车测评已把管控物

质列为了测评监测数据，行业多个主机厂也对标准中的

物质管控作出相应要求。*

查询相关资料了解四种醛类气味特性如下：庚醛分

子式C7H14O，分子量114.185，低浓度庚醛具有脂肪味、
柑橘味、葡萄酒香、香菜香，庚醛常用于合成香料、树

脂、塑料等的制造，也可作为化学试剂，并可用于有机

合成、表面活性剂等领域；辛醛又名1-辛醛、正辛醛，分
子式：C8H16O分子量：128.22是一种无色液体，低浓度
辛醛有很强的水果香味，可用作香料及有机合成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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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呼吸道、眼和皮肤有刺激性，易燃。壬醛分子式

是C9H18O分子量为142.24具有玫瑰、柑橘等香气，有强
的油脂气味。癸醛分子式：C10H20O分子量：156.26用于
有机合成及香料具有甜香、柑橘香、蜡香、花香。车内

异味物质多而复杂，同一物质在不同浓度具有不同的

气味特征，不同物质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耦合作用，使

得整个车内的气味表现更加复杂，找到不同物质不同

浓度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课题，为了解决车内异味问

题可以首先考虑从管控单一物质含量的角度控制异味

物质的散发。

1 仪器与试剂

仪器：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

色谱柱：ZOBBAS ODS C18 4.6*250mm
乙腈：默克（优级纯）

标准品：8种醛酮混标（CATO）浓度100ug/ml 
浓磷酸：分析纯

DNPH溶液：250mg2，4-二硝基苯肼（DNPH）溶解
在50ml乙腈中

DNPH采样管：200mg
实物样品：某汽车座椅皮革面料

2 标准品配制

目前，行业里没有专门开展本项目的醛酮物质衍生

化标准品，因此本项目首先要解决标品制备问题，参考

标准HJ/T400-2007《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
测定方法》[3]中醛酮类物质与DNPH 2，4-二硝基苯肼存
在以下反应，本项目将实验性的按下述原理进行标准品

衍生化制备，并进行相关的验证。将醛酮标液配制成浓

度梯度，然后取 1mL 溶液和 1mLDNPH溶液，加入约 100 
uL(两滴)浓磷酸进行混合摇晃并放置 30 分钟进行发生衍
生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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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醛酮类物质衍生化反应原理

3 仪器参数设置

在现有醛酮分析条件的基础上对液相参数进行优

化，优化后实现了对庚醛、辛醛、壬醛、癸醛的快速

定性定量分析，液相总运行时间40分钟。设备参数设
置如下：柱箱温度35℃，检测器波长360 nm，进样量
20.00µL，泵流量1.000 ml/min，运行时间40.00 min。流动

相乙腈和水，浓度梯度：0~14min，水和乙腈体积比40：
60，14min~16min，水和乙腈体积比由40：60变化为30：
70，16min~22min水和乙腈体积比30：70，22min~24min,
水和乙腈体积比由30：70变化为0:100，24min~35min水
和乙腈体积比0:100，35min~40min水和乙腈体积比40：
60。4种目标醛酮类物质液相色谱图见图1。

图2：4种目标醛酮类物质液相色谱图

4 曲线结果

优化后4种醛酮类物质校正曲线信息见下表，各校正
曲线相关系数均在0.999以上。

表1：4种醛酮类物质校琥正曲线信息

序号 化合物名称 保留时间 校正曲线 相关系数

1 庚醛 27.299 Y = 526.34365X 0.99931

2 辛醛 28.044 Y = 413.13998X 0.99977

3 壬醛 28.914 Y = 317.90755X 0.99974

4 癸醛 30.485 Y = 322.54811X 0.99989

图3：庚醛校正曲线 图4：辛醛校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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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壬醛校正曲线 图6：癸醛校正曲线

5 样品测试

取汽车座椅皮革材料样品按照标准按照ISO 12219-
2：2012[3]汽车内饰零部件和材料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方

法进行10L袋子法的VOC测试。具体实验条件是：样品取
样量10cm*10cm，袋子大小为10L，加热温度65℃。充气
体积为5L。DNPH管采样采样流量及体积为0.4L/min，时
间为5min，采样2L。每种样品做平行样测试。分析结果
见表2，其中庚醛和壬醛有检出，辛醛和癸醛在所选皮革
材料中未检出。

表2 座椅皮革材料4种醛类检测结果 单位（ug/ml）

样品 庚醛 辛醛 壬醛 癸醛

样本1 0.08 未检出 0.07 未检出

样本2 0.09 未检出 0.08 未检出

总结

目前行业和消费者对车内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

车内气味污染物的管控需求也不在断提高。不断完善车内

异味物质检测能力，逐步实现气味物质的客观化定量，即

有助于解决目前行业里主观评价数据可信度差的现状，也

有助于实现自动化气味检测仪器的开发和仪器精度度的提

升，从而提升汽车产品气味质量的管控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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