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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检测的常见问题分析和防治措施研究

马秀琴
宁夏华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Ǔ宁夏Ǔ银川Ǔ750000

摘Ȟ要：室内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场所，其质量检测直接关系到居住者的健康。然而，当前室内环境检测存

在诸多常见问题，如检测技术精度不足、操作不规范、取样点布置不合理等，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

此，本研究提出了加强检测技术规范化、提高检测人员专业水平、科学设置取样点等防治措施，旨在优化室内环境检

测流程，提升室内空气质量，保障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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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室内环境

质量日益受到关注。室内环境检测作为评估居住环境安

全性的重要手段，其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关乎居民健

康。然而，当前室内环境检测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

检测技术局限性、操作不规范等，这些问题导致检测结

果难以全面反映室内环境真实状况。因此，深入剖析室

内环境检测的常见问题，并提出有效的防治措施，对于

保障居民健康、提升居住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1��室内环境污染的成因分析

1.1  材料因素
室内装修材料是室内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各

类装修材料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会释放出一系列有害

化学物质，对居住者的健康构成潜在威胁。（1）人造木
材如胶合板、刨花板等，在生产过程中常使用含有甲醛

的胶粘剂。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长

期吸入可引起头痛、头晕、咳嗽等症状，甚至诱发鼻咽

癌、白血病等严重疾病。此外，油漆也是甲醛的重要释

放源，同时油漆中的苯、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s）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成分，它们对人
体神经系统、造血系统有损害作用。（2）石材类装修材
料，如大理石、花岗岩等，虽然美观耐用，但部分石材

可能含有放射性元素如氡。氡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放射性

气体，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氡环境中，可增加患肺癌的

风险。除了上述提到的甲醛、苯系物和氡外，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TVOC）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组成部
分。TVOC来源于多种装修材料，包括涂料、胶粘剂、
壁纸等，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可引起头

痛、恶心、眼睛刺激等症状[1]。

1.2  室外环境因素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的发展，雾霾、大

气污染等外部环境因素日益严重，这些污染物也会通过

门窗缝隙、通风系统等途径进入室内，影响室内空气质

量。雾霾中的颗粒物（如PM2.5、PM10）富含多种重金
属、有机物等有害物质，它们能够深入肺部甚至血液，

对人体健康造成长期危害。同时，大气污染中的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气体污染物也会随着空气流动进入室

内，进一步加剧室内空气污染。

1.3  室内通风状况
室内通风状况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通风不足会导致室内污染物无法及时排出，从而在

室内积聚并达到对人体有害的浓度。特别是在冬季，为

了保暖而紧闭门窗，使得室内空气流通不畅，更容易导

致污染物积累。此外，一些新建筑由于设计不合理或施

工不当，存在通风不畅的问题，这也成为室内空气污染

的一个重要原因。

1.4  人为活动因素
人为活动也是导致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吸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烟雾中含有大量

的有害物质，如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这些物质

不仅危害吸烟者自身健康，还会对周围人造成二手烟危

害。此外，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油烟、燃料燃烧产生的废

气等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这些污染物中含有

多种有害物质，如醛类、苯系物、颗粒物等，长期暴露

于这些污染物中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2��室内环境检测的常见问题

2.1  检测技术、方法本身的问题
室内环境检测领域的技术与方法日新月异，但每一

种技术都伴随着其独特的优缺点，这也是我们在实际应

用中需要深入了解和考虑的问题。（1）便捷式仪器因其
便携性、快速性而受到广泛欢迎。它们能够迅速提供现

场数据，便于即时判断和初步评估。然而，便捷式仪器

的准确性往往受限于其检测原理和传感器精度，导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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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复杂环境下可能出现误差。此外，其维护和校准频

率较高，若管理不善，将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2）气相色谱法等高精度实验室检测方法具有更高的
灵敏度和准确性。这些方法能够精确地分离和定量分析

室内空气中的多种污染物，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但

其操作复杂、设备昂贵且耗时长，不适用于所有现场检

测需求。因此，在选择检测技术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权衡利弊，确保既能满足检测需求，又能保证结果的准

确性。（3）检测技术的发展仍存在诸多不足和待改进
之处。例如，现有技术对于某些新型污染物的检测能力

有限，需要不断研发新的检测方法和设备。同时，如何

提高检测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减少人为操作误

差，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2.2  检测操作不规范、不合理
在室内环境检测过程中，检测操作的规范性对于保

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然而，实际操作中常常

出现不规范、不合理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可

靠性。（1）一些检测人员由于缺乏专业培训或疏忽大
意，未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例如，在取样时

未使用正确的取样工具和方法，导致样品受到污染或损

失；在仪器校准和使用过程中未能遵守规范流程，导致

检测结果偏差较大。（2）一些检测机构为了降低成本
或提高效率，可能会简化检测流程或省略某些必要的检

测步骤。这种行为虽然短期内看似节省了成本和时间，

但长期来看却严重损害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3）一些检测机构在数据处理和报告编制方面也存在不
规范行为。例如，随意修改原始数据以迎合客户需求或

法规要求；在报告中夸大或隐瞒检测结果以误导消费者

或监管部门等。

2.3  检测取样设点的问题
取样设点是室内环境检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其合

理性直接关系到检测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取样设点往往存在诸多问题。（1）一些检
测机构在选择取样点时缺乏科学依据和系统性考虑，仅

凭主观经验或客户要求确定取样位置。这种做法往往导

致取样点分布不均或遗漏重要区域，从而影响检测结果

的代表性。（2）一些检测机构在取样时未能充分考虑室
内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例如，在存在气流扰动、温

度梯度或污染源附近等区域，取样点的选择应更加谨慎

和科学，以确保能够准确反映室内环境的真实状况。然

而，实际操作中往往忽视了这些因素，导致取样结果偏

离实际情况。（3）取样点的数量也是影响检测结果全面
性的重要因素。取样点过少可能导致检测结果无法全面

反映室内环境的整体状况，存在遗漏重要污染区域的风

险；而取样点过多则可能增加检测成本和时间，同时也

可能因为数据冗余而降低分析效率。因此，如何科学合

理地确定取样点的数量和位置，是室内环境检测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

3��室内环境检测问题的防治措施

3.1  规范检测技术与方法
（1）提出改进检测技术的建议：首先，应加大对现

有检测技术的研发力度，尤其是针对便捷式仪器的精度

和稳定性问题，通过技术创新和升级，提升其检测性

能。同时，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新型检

测技术和设备，以满足不同场景下对室内环境检测的需

求。此外，还应加强对检测方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

设，制定统一的检测标准和操作规程，确保检测结果的

可比性和可靠性。（2）强调在使用便捷式仪器时需进行
可靠性检测：便捷式仪器因其便携性和快速性而受到广

泛应用，但其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往往受到质疑。因此，

建议在使用便捷式仪器进行检测前，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

可靠性检测和校准，确保其检测精度和稳定性符合相关

标准。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也应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

和保养，避免因仪器老化或损坏导致的检测结果偏差[2]。

（3）推广使用高精度的检测方法：高精度检测方法如气
相色谱法、分光光度法、质谱法等，在检测灵敏度和准

确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应大力推广这些高精度

检测方法在室内环境检测中的应用，尤其是在对检测精

度要求较高的场合下。同时，也可以将高精度检测方法

与便捷式仪器相结合，形成优势互补的检测体系，提高

检测效率和准确性。

3.2  规范检测操作行为
（1）制定详细的检测操作规程：应根据不同的检测

任务和检测对象，制定详细、具体的检测操作规程。规

程中应明确检测步骤、操作方法、注意事项以及质控要

求等内容，确保检测过程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同时，

还应定期对操作规程进行修订和完善，以适应新技术、

新方法的发展需求。（2）加强检测人员的专业培训和
技术考核：检测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应加强对检测人员

的专业培训和技术考核力度，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技能水

平。培训内容应包括检测技术的原理、操作方法、注意

事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考核方式可以采

取笔试、实操等形式进行，确保检测人员能够熟练掌握

检测技术和方法。（3）建立健全的技术监督机制：建
立健全的技术监督机制是确保检测操作规范性的重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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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应设立专门的技术监督机构或部门，负责对检测过

程的全程监督和管理。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和

抽检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检测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

和问题；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奖惩机制，对表现优秀

的检测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违规操作的人员进行严

肃处理[3]。

3.3  合理布置取样点
（1）根据建筑物的具体情况科学布置取样点：应根

据建筑物的布局、结构、用途以及室内环境特点等因

素，科学合理地布置取样点。取样点的选择应能够全面

覆盖室内环境的不同区域和层面；同时，还应考虑室内

气流的分布和污染物的扩散规律等因素，确保取样点能

够真实反映室内环境的整体状况。（2）确保取样点的
全面性和代表性：为了确保取样点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应在多个楼层、多个房间类型以及不同时间段内进行取

样。取样点的数量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确定，既要

避免过多导致资源浪费和成本增加；又要避免过少导致

检测结果不具有代表性。此外，在取样过程中还应注意

避免人为干扰和污染物的交叉污染等问题。

3.4  通风换气与空气净化
（1）强调保持室内通风的重要性：通风换气是改善

室内空气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开窗通风或使用新

风系统等方式，可以将室外新鲜空气引入室内，同时排

出室内污浊空气，降低污染物浓度。因此，在日常生活

中应养成良好的通风习惯，尤其是在新装修或新购置家

具后更应加强通风换气。（2）介绍空气净化器的使用
方法和效果：空气净化器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可以在无

法开窗通风或通风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进一步净化室内空

气。在使用空气净化器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型号和品

牌，确保其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同时，需按照说明书

正确使用和维护空气净化器，定期更换滤网或清洗部件

以保持其净化效果。此外，还需注意空气净化器的适用

面积和功率选择以避免浪费能源和降低净化效果。（3）
推广使用环保材料以减少室内污染物的产生：环保材料

的使用是减少室内污染物产生的根本途径。在装修和购

置家具时应优先选择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产品如低甲醛

释放的板材、水性涂料、环保胶水等。这些材料在使用过

程中能够显著减少甲醛、苯等有害物质的释放量从而降低

室内空气污染程度。同时还应关注产品的环保认证情况和

用户评价等信息以选择更加可靠和安全的环保产品。

3.5  简化装修与绿植净化
（1）提倡简化装修以降低室内污染：过度装修不仅

会增加室内污染物的产生，还会浪费资源和金钱。因

此，应提倡简化装修的理念，减少不必要的装饰和改

造。在装修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使用人造板材、油漆等

易产生污染的材料；同时，应合理设计室内布局和通风

系统，确保室内空气流通顺畅。此外，还可以选择使用

环保材料和绿色建材来降低室内污染物的产生。（2）
介绍种植绿植对室内空气的净化作用：绿植不仅能够美

化室内环境，还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和吸附作用净化室内

空气。一些常见的绿植如吊兰、绿萝、芦荟等都具有较

好的空气净化效果。它们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甲醛等有害气体，并释放出氧气和负离子等有益物质。

因此，在室内摆放适量的绿植不仅可以改善室内空气质

量，还能够增加室内氧气含量和湿度，提高居住舒适

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绿植的净化能力有限，不能

替代通风换气和空气净化器等手段。因此，在使用绿植

净化室内空气时，应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以达到更好的

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环境检测的常见问题不容忽视，其

影响深远，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健康安全。通

过系统的问题分析与科学的防治措施，我们能够有效提

升室内环境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未来，应持续关注

检测技术发展，加强检测人员培训，确保检测结果的全

面性和科学性。同时，倡导绿色装修与环保生活理念，

共同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室内环境，为居民带来更加

舒适的居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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