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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756756756756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为国际标准，编号为 GB 50325—2010，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1.051.051.051.05、3.1.13.1.13.1.13.1.1、3.1.23.1.23.1.23.1.2、3.2.13.2.13.2.13.2.1、3.6.13.6.13.6.13.6.1、4.1.14.1.14.1.14.1.1、4.2.44.2.44.2.44.2.4、4.2.54.2.54.2.54.2.5、4.2.64.2.64.2.64.2.6、4.3.14.3.14.3.14.3.1、4.3.24.3.24.3.24.3.2、4.3.44.3.44.3.44.3.4、4.3.94.3.94.3.94.3.9、

5.1.25.1.25.1.25.1.2、5.2.15.2.15.2.15.2.1、5.2.35.2.35.2.35.2.3、5.2.55.2.55.2.55.2.5、5.2.65.2.65.2.65.2.6、5.3.35.3.35.3.35.3.3、5.3.65.3.65.3.65.3.6、6.0.36.0.36.0.36.0.3、6.0.46.0.46.0.46.0.4、6.0.196.0.196.0.196.0.19、6.0.216.0.216.0.216.0.21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原《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八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改计划（第一批）的通知》

（建标[2008] 102号）的要求，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在原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6-2001（2006年版）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在调研国内外大量标准规范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情况，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讨论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编制及修订过程中，考虑了我国建筑业目前发展的水平，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工业发展现状，结

合我国新世纪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并参照了国内外有关标准规范。

本规范共分6章和7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材料、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施工、

验收等。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希望各地、各单位在工作实践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

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郑州市丰乐路4号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邮政编码：450053，电话：0371-63934128，传真：0371-63929453.，E-mail：
mtrwang@vip.sina.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工程技术监督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昆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王喜元 刘宏奎 潘 红 白志鹏 熊 伟

朱 军 黄晓天 朱 立 陈泽广 张继文

金 元 巴松涛 邓淑娟 陈松华 王自福

李水才

主要审查人：王有为 崔九思 高丹盈 马振珠 王国华

顾孝同 冯广平 胡 玢 周泽义 汪世龙

刘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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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1.0.11.0.11.0.1 为了预防和控制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保障公众健

康，维护公共利益，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1.0.21.0.21.0.2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不适用于工业建筑工

程、仓储性建筑工程、构筑物和有特殊净化卫生要求的室内环境污染控制，也不适用于民用建筑

工程交付使用后，非建筑装修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1.0.31.0.31.0.31.0.3 本规范控制的室内环境污染物有氡（简称Rn-222）、甲醛、氨、苯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简称TVOC）。

1.0.41.0.41.0.41.0.4 民用建筑工程根据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不同要求，划分为以下两类：

1111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住宅、医院、老年建筑、幼儿园、学校教室等民用建筑工程；

2222 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办公楼、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店、图书馆、展览馆、体育

馆、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理发店等民用建筑工程。

1.0.51.0.51.0.51.0.5 民用建筑工程所选用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民用建筑工程所选用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民用建筑工程所选用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民用建筑工程所选用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1.0.61.0.61.0.61.0.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

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2.1.12.1.12.1.1 民用建筑工程 civil building engineering
指民用建筑工程是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结构工程和装修工程的统称。

2.1.22.1.22.1.22.1.2 环境测试舱 environmental test chamber
模拟室内环境测试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污染物释放量的设备。

2.0.32.0.32.0.32.0.3 表面氡析出率 radon exhalation rate from soil surface
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土壤或材料表面析出的氡的反射性活度。

2.1.42.1.42.1.42.1.4 内照射指数（IRa） internal exposure index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除以比活度限量值200而得的商。

2.1.52.1.52.1.52.1.5 外照射指数（Iγγγγ） external exposure index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和钾-40的放射性比活度，分别除比活度限量值

370、260、4200而得的商之和。

2.1.62.1.62.1.62.1.6 氡浓度 radon consistence
单位体积空气中氡的放射性活度。

2.1.72.1.72.1.72.1.7 人造木板 wood based panels
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经机械加工分离成各种形状的单元材料，再经组合并加入胶粘剂压制而

成的板材，包括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等.。
2.1.82.1.82.1.82.1.8 饰面人造木板 decorated wood based panels

以人造板为基材，经涂饰或复合装饰材料面层后的板材。
2.1.92.1.92.1.92.1.9 水性涂料 water-based coatings

以水为稀释剂的涂料。

2.1.102.1.102.1.102.1.10 水性胶粘剂 water based adhesives
以水为稀释剂的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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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2.1.112.1.112.1.11 水性处理剂 water based treatment agents
以水作为稀释剂，能浸入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内部，提高其阻燃、防水、防腐等性能的液体。

2.1.122.1.122.1.122.1.12 溶剂型涂料 solvent-thinned coatings
以有机溶剂作为稀释剂的涂料。

2.1.132.1.132.1.132.1.13 溶剂型胶粘剂 solvent-thinned adhesives
以有机溶剂作为稀释剂的胶粘剂。

2.1.142.1.142.1.142.1.14 游离甲醛释放量 content of released formaldehyde
在环境测试舱法或干燥器法的测试条件下，材料释放游离甲醛的量。

2.1.152.1.152.1.152.1.15 游离甲醛含量 content of free formaldehyde
在穿孔法的测试条件下，材料单位质量中含有游离甲醛的量。

2.1.162.1.162.1.162.1.16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在本规范规定的检测条件下，所测得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量。简称TVOC。

2.1.172.1.172.1.172.1.17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在本规范规定的检测条件下，所测得材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量。简称VOC。

2.22.22.22.2 符 号

IRa ———— 内照射指数；

Iγ ———— 外照射指数；

CRa————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 的放射性比活度；

CTh————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钍-232 的放射性比活度；

CK ————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贝可/千克（Bq/kg）；

fi ———— 第 i 种材料在材料总用量中所占的质量百分比（%）；

IRai————第 i 种材料的内照射指数；

Iγi————第 i 种材料的外照射指数。

3 材 料

3.1 无机非金属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

3.1.13.1.13.1.13.1.1 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砂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砂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砂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砂 石、砖、砌块、水泥、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等石、砖、砌块、水泥、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等石、砖、砌块、水泥、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等石、砖、砌块、水泥、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等无机非金属无机非金属无机非金属无机非金属

建筑主体材料的放射性建筑主体材料的放射性建筑主体材料的放射性建筑主体材料的放射性限量，应符合表限量，应符合表限量，应符合表限量，应符合表3.1.13.1.13.1.13.1.1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表表表表3.1.13.1.13.1.13.1.1 无机非金属建筑无机非金属建筑无机非金属建筑无机非金属建筑主体材料主体材料主体材料主体材料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内照射指数IRa ≤≤≤≤1.01.01.01.0

外照射指数Iγγγγ ≤≤≤≤1.01.01.01.0

3.1.23.1.23.1.23.1.2 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包括石材、建筑卫生陶瓷、石膏板、吊顶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包括石材、建筑卫生陶瓷、石膏板、吊顶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包括石材、建筑卫生陶瓷、石膏板、吊顶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包括石材、建筑卫生陶瓷、石膏板、吊顶

材料、无机瓷质砖粘接材料等，进行分类时，其放射性指标限量应符合表材料、无机瓷质砖粘接材料等，进行分类时，其放射性指标限量应符合表材料、无机瓷质砖粘接材料等，进行分类时，其放射性指标限量应符合表材料、无机瓷质砖粘接材料等，进行分类时，其放射性指标限量应符合表3.1.23.1.23.1.23.1.2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表表表表3.1.23.1.23.1.23.1.2 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放射性限量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放射性限量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放射性限量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放射性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AAAA BBBB

内照射指数IRa ≤≤≤≤1.01.01.01.0 ≤≤≤≤1.31.31.31.3

外照射指数Iγγγγ ≤≤≤≤1.31.31.31.3 ≤≤≤≤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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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1.33.1.33.1.3 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加气混凝土和空心率(孔洞率)大于25%的空心砖、空心砌块等建筑

主体材料，其放射性限量应符合表3.1.3的规定。

表3.1.33.1.33.1.33.1.3 的加气混凝土和空心率((((孔洞率))))大于25%25%25%25%的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限量

测定项目 限量

表面氡析出率[Bq/ (m2
·s)] ≤0.015

内照射指数IRa ≤1.0

外照射指数Iγγγγ ≤1.3

3.1.43.1.43.1.43.1.4 建筑主体材料和装修材料放射性核素的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

素限量》GB6566的有关规定，表面氡析出率的检测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3.2 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

3.2.13.2.13.2.13.2.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必须测定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甲醛释放量必须测定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甲醛释放量必须测定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甲醛释放量必须测定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甲醛释放量。。。。

3.2.23.2.23.2.23.2.2 当采用环境测试舱法测定游离甲醛释放量，并依此对人造木板进行分级时，其限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的规定，见表3.2.2。
表3.2.23.2.23.2.23.2.2 环境测试舱法测定游离甲醛释放量限量

级 别 限 量（mg/m3）

E1 ≤0.12

3.2.33.2.33.2.33.2.3 当采用穿孔法测定游离甲醛含量，并依此对人造木板进行分级时，其限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的规定。

3.2.43.2.43.2.43.2.4 当采用干燥器法测定游离甲醛释放量，并依此对人造木板进行分级时，其限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的规定。

3.2.53.2.53.2.53.2.5 饰面人造木板可采用环境测试舱法或干燥器法测定游离甲醛释放量，当发生争议时应以环

境测试舱法的测定结果为准；胶合板、细木工板宜采用干燥器法测定游离甲醛释放量；刨花板、

纤维板等宜采用穿孔法测定游离甲醛含量。

3.2.63.2.63.2.63.2.6 环境测试舱法测定游离甲醛释放量，宜按本规范附录B进行。

3.2.73.2.73.2.73.2.7 采用穿孔法及干燥器法进行检测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

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的规定。

3.33.33.33.3 涂 料

3.3.13.3.13.3.13.3.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水性涂料和水性腻子，应测定游离甲醛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3.3.1
的规定。

表3.3.13.3.13.3.13.3.1 室内用水性涂料和水性腻子中游离甲醛限量

测 定 项 目
限 量

水性涂料 水性腻子

游离甲醛（mg / kg） ≤ 100

3.3.23.3.23.3.23.3.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溶剂型涂料和木器用溶剂型腻子，，应按其规定的最大稀释比例混合

后，测定VOC和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3.3.2的规定。

表表表表3.3.23.3.23.3.23.3.2 室内用溶剂型涂料和木器用溶剂型腻子中VOCVOCVOCVOC、苯、甲苯＋二甲苯＋乙苯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涂料类别 VOCVOCVOCVOC (g / L) 苯（%） 甲苯＋二甲苯＋乙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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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酸类涂料 ≤500 ≤0.3 ≤5

硝基类涂料 ≤720 ≤0.3 ≤30

聚氨酯类涂料 ≤670 ≤0.3 ≤30

酚醛防锈漆 ≤270 ≤0.3 －

其他溶剂型涂料 ≤600 ≤0.3 ≤30

木器用溶剂型腻子 ≤550 ≤0.3 ≤30

3.3.33.3.33.3.33.3.3 聚氨酯漆测定固化剂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HDI）的含量后，应按其规定的最小

稀释比例计算出聚氨酯漆中游离二异氰酸酯（TDI、HDI）含量，且不应大于4g / kg。测定方法宜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色漆盒清漆用漆基 异氰酸酯树脂中 二异氰酸酯（TDI）单体的测定》GB/T
18446的有关规定。

3.3.43.3.43.3.43.3.4 水性涂料和水性腻子中游离甲醛含量测定方法，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

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2有关的规定。

3.3.53.3.53.3.53.3.5 溶剂型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含量测定方法，宜符

合本规范附录C的规定。

3.43.43.43.4 胶 粘 剂

3.4.13.4.13.4.13.4.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水性胶粘剂，应测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游离甲醛的含量，

其限量应符合表3.4.1的规定。
表3.4.13.4.13.4.13.4.1 室内用水性胶粘剂中VOCVOCVOCVOC和游离甲醛限量

测 定 项 目
限 量

聚乙酸乙烯
酯胶粘剂

橡胶类
胶粘剂

聚氨酯类胶
粘剂

其他
胶粘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g / L) ≤ 110 ≤250 ≤100 ≤350

游离甲醛（g / kg） ≤1.0 ≤1.0 － ≤1.0

3.4.23.4.23.4.23.4.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溶剂型胶粘剂，应测定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苯、甲苯＋二

甲苯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3.4.2的规定。
表3.4.23.4.23.4.23.4.2 室内用溶剂型胶粘剂中VOCVOCVOCVOC、苯、甲苯＋二甲苯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氯丁橡胶
胶粘剂

SBS
胶粘剂

聚氨酯类
胶粘剂

其他
胶粘剂

苯（g / kg） ≤ 5.0

甲苯＋二甲苯（g / kg） ≤200 ≤150 ≤150 ≤150

挥发性有机物(g / L) ≤700 ≤650 ≤700 ≤700

3.4.33.4.33.4.33.4.3 聚氨酯胶粘剂应测定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的含量，按产品推荐的最小稀释量计算

出聚氨酯漆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含量，且不应大于4g / kg，测定方法宜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2008附录D的规定。

3.4.43.4.43.4.43.4.4 水性缩甲醛胶粘剂中游离甲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方法，宜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2008附录A和附录F的规定。

3.4.53.4.53.4.53.4.5 溶剂型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苯、甲苯＋二甲苯含量测定方法，宜符合本

规范附录C的规定。

3.53.53.53.5 水性处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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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5.13.5.13.5.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水性阻燃剂（包括防火涂料）、防水剂、防腐剂等水性处理剂，应测

定游离甲醛的含量，其限量应符合表3.5.1的规定。
表3.5.13.5.13.5.13.5.1 室内用水性处理剂中游离甲醛限量

测定项目 限 量
游离甲醛（mg / kg） ≤100

3.5.23.5.23.5.23.5.2 水性处理剂中游离甲醛含量的测定方法，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

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的方法进行。

3.63.63.63.6 其 他 材 料

3.6.13.6.13.6.13.6.1 民用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能释放氨的阻燃剂民用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能释放氨的阻燃剂民用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能释放氨的阻燃剂民用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能释放氨的阻燃剂、、、、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外加剂，，，，氨的释放量不应大于氨的释放量不应大于氨的释放量不应大于氨的释放量不应大于0.10%0.10%0.10%0.10%，，，，

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际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际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际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际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GBGBGB 18588185881858818588的有关规定。的有关规定。的有关规定。的有关规定。

3.6.23.6.23.6.23.6.2 能释放甲醛的混凝土外加剂，其游离甲醛含量不应大于500mg/kg，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的有关规定。

3.6.33.6.33.6.33.6.3 民用建筑工程中使用的粘合木结构材料，游离甲醛释放量不应大于0.12mg/m2，其测定方

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有关规定。

3.6.43.6.43.6.43.6.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所使用的壁布、帷幕等游离甲醛释放量不应大于0.12mg/m2，

其测定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有关规定。

3.6.53.6.53.6.53.6.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壁纸中甲醛含量不应大于120mg/kg，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5的有关规定。

3.6.63.6.63.6.63.6.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挥发物含量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

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6的规定，其限量应符合表3.6.6的有

关规定。

表3.6.63.6.63.6.63.6.6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挥发物限量

名 称 限量（mg/m2）

发泡类卷材地板
玻璃纤维基材 ≤75

其他基材 ≤35

非发泡类卷材地板
玻璃纤维基材 ≤40

其他基材 ≤10

3.6.73.6.73.6.73.6.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用地毯、地毯衬垫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游离甲醛的释放量测定方法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的规定，其限量应符合表3.6.7的有关规定。

表3.6.73.6.73.6.73.6.7 地毯、地毯衬垫中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名 称 有害物质项目
限量（mg/m2·h）

A级 B级

地毯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0.500 ≤0.600

游离甲醛 ≤0.050 ≤0.050

地毯衬垫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1.000 ≤1.200

游离甲醛 ≤0.050 ≤0.050

4 工程勘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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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4.14.1 一 般 规 定

4.1.14.1.14.1.14.1.1 新建新建新建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前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前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前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前，，，，应进行建筑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应进行建筑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应进行建筑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应进行建筑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

面氡析出率调查面氡析出率调查面氡析出率调查面氡析出率调查，，，，并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并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并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并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未进行过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未进行过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未进行过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未进行过区域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

的，应进行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的，应进行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的，应进行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的，应进行建筑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

4.1.24.1.24.1.24.1.2 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类型和用途控制装修材料的使用量。

4.1.34.1.34.1.34.1.3 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通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的有

关规定，对于采用中央空调的民用建筑工程，新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 50189的有关规定。

4.1.44.1.44.1.44.1.4 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自然间的通风开口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20。夏热冬冷地区、寒冷地区、严寒地区等Ⅰ类民用建筑工程需要长时间关闭门窗使用时，房

间应采取通风换气措施。

4.24.24.24.2 工程地点土壤中氡浓度调查及防氡

4.2.14.2.14.2.14.2.1 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应包括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氡浓度或

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历史资料及土壤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平均值数据。

4.2.24.2.24.2.24.2.2 已进行过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区域性测定的民用建筑工程，当土壤氡浓度测

定结果平均值不大于10000 Bq /m3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结果平均值不大于0.02 Bq / (m2 • s)，
且工程场地所在地点不存在地质断裂构造时，可不再进行土壤氡浓度测定；其他情况均应进行工

程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

4.2.34.2.34.2.34.2.3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不大于20000 Bq /m3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不大于0.05 Bq
/(m2 • s) 时，可不采取防氡工程措施。

4.2.44.2.44.2.44.2.4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20000Bq20000Bq20000Bq20000Bq /m/m/m/m3333，，，，且且且且小于小于小于小于30000Bq30000Bq30000Bq30000Bq /m/m/m/m3333，，，，或土壤或土壤或土壤或土壤

表面氡析出率大于表面氡析出率大于表面氡析出率大于表面氡析出率大于0.050.050.050.05 BqBqBqBq ////((((mmmm2222 •••• ssss))))且小于且小于且小于且小于0.10.10.10.1 BqBqBqBq ////((((mmmm2222 •••• ssss))))时，应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时，应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时，应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时，应采取建筑物底层地面抗开裂措施。。。。

4.2.54.2.54.2.54.2.5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33330000Bq0000Bq0000Bq0000Bq /m/m/m/m3333，且小于，且小于，且小于，且小于55550000Bq0000Bq0000Bq0000Bq /m/m/m/m3333，，，，

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大于或等于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大于或等于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大于或等于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大于或等于0.0.0.0.1111 BqBqBqBq //// ((((mmmm2222 •••• ssss))))且小于且小于且小于且小于0.0.0.0.3333 BqBqBqBq ////((((mmmm2222 •••• ssss)))) 时，除采取建筑物底层地时，除采取建筑物底层地时，除采取建筑物底层地时，除采取建筑物底层地

面面面面抗开裂措施外抗开裂措施外抗开裂措施外抗开裂措施外，，，，还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还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还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还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GB50108GB50108GB50108中的一级防水要求中的一级防水要求中的一级防水要求中的一级防水要求，，，，

对基础进行处理。对基础进行处理。对基础进行处理。对基础进行处理。

4.2.64.2.64.2.64.2.6 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当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土壤氡浓度测定结果大于或等于55550000Bq0000Bq0000Bq0000Bq /m/m/m/m3333，，，，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

平均值大于或等于平均值大于或等于平均值大于或等于平均值大于或等于0.0.0.0.3333 BqBqBqBq ////((((mmmm2222 •••• ssss)))) 时，应采取建筑物综合防氡措施。时，应采取建筑物综合防氡措施。时，应采取建筑物综合防氡措施。时，应采取建筑物综合防氡措施。

4.2.74.2.74.2.74.2.7 当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中氡浓度大于或等于55550000Bq0000Bq0000Bq0000Bq /m/m/m/m3333，，，，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大

于或等于0.0.0.0.3333 BqBqBqBq ////((((mmmm2222 •••• ssss))))时，应进行工程场地土壤中的镭-226、钍-232、钾-40比活度测定。当内照

射指数（IRa）大于1.0或外照射指数（Iγγγγ）大于1.3.时，工程场地土壤不得作为工程回填土使用。

4.2.84.2.84.2.84.2.8 民用建筑工程场地土壤中氡浓度测定方法及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方法应按本规范附录E
的规定。

4.34.34.34.3 材 料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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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3.14.3.14.3.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

4.3.24.3.24.3.24.3.2 ⅠⅠⅠ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必须为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必须为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必须为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采用的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必须为AAAA类。类。类。类。

4.3.34.3.34.3.34.3.3 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宜采用AAAA类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当AAAA类和B类无机非金属装

修材料混合使用时，每种材料的使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fiiii •••• IRa ≤ 1.0 （4.3.3-1）

∑∑∑∑fiiii •••• Iγγγγ≤ 1.3 （4.3.3-2）

式中 fiiii ———————— 第i 种材料在材料总用量中所占的质量百分比（%）；

IRa ———————— 第i 种材料的内照射指数；

Iγγγγ ———————— 第i 种材料的外照射指数。

4.3.44.3.44.3.44.3.4 ⅠⅠⅠⅠ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装修，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必须达到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装修，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必须达到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装修，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必须达到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装修，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必须达到EEEE1111 级要求。级要求。级要求。级要求。

4.3.54.3.54.3.54.3.5 Ⅱ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装修，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宜达到EEEE1111 级要求；当采用

EEEE2222 级人造木板时，直接暴露于空气的部位应进行表面涂覆密封处理。

4.3.64.3.64.3.64.3.6 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装修，所采用的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其苯、甲苯和二甲苯、

游离甲醛、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含量，应符合本规范的

规定。

4.3.74.3.74.3.74.3.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不应采用聚乙烯醇水玻璃内墙涂料、聚乙烯醇缩甲醛内墙涂料

和树脂以硝化纤维素为主、溶剂以二甲苯为主的水包油型（O/W）多彩内墙涂料。

4.3.84.3.84.3.84.3.8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不应采用聚乙烯醇缩甲醛类胶粘剂。

4.3.94.3.94.3.94.3.9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使用的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使用的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使用的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使用的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严禁采用沥青严禁采用沥青严禁采用沥青严禁采用沥青、、、、煤焦油类防腐煤焦油类防腐煤焦油类防腐煤焦油类防腐、、、、

防潮处理剂。防潮处理剂。防潮处理剂。防潮处理剂。

4.3.104.3.104.3.104.3.10 ⅠⅠⅠ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粘贴塑料地板时，不应采用溶剂型胶粘剂。

4.3.114.3.114.3.114.3.11 ⅡⅡⅡⅡ类民用建筑工程中地下室及不与室外直接自然通风的房间贴塑料地板时，不宜采用溶剂

型胶粘剂。

4.3.124.3.124.3.124.3.12 民用建筑工程中，不应在室内采用脲醛树脂泡沫塑料作为保温、隔热和吸声材料。

5555 工 程 施 工

5.15.15.15.1 一 般 规 定
5.1.15.1.15.1.15.1.1 建设、施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及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对所用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进行进场

抽查复验。

5.1.25.1.25.1.25.1.2 当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进场检验当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进场检验当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进场检验当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进场检验，，，，发现不符合设计要求及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时发现不符合设计要求及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时发现不符合设计要求及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时发现不符合设计要求及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时，，，，严禁使用严禁使用严禁使用严禁使用。。。。

5.1.35.1.35.1.35.1.3 施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及本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不得擅自更改设计文件要求。当需

要更改时，应按规定程序进行设计变更。

5.1.45.1.45.1.45.1.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当多次重复使用同一设计时，宜先做样板间，并对其室内环境污

染物浓度进行检测。

5.1.55.1.55.1.55.1.5 样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检测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6章的有关规定。当检测结果不

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时，应查找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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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5.25.2 材料进场检验
5.2.15.2.15.2.15.2.1 民用建筑工程中所采用的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有放射性指标检测报告，民用建筑工程中所采用的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有放射性指标检测报告，民用建筑工程中所采用的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有放射性指标检测报告，民用建筑工程中所采用的无机非金属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必须有放射性指标检测报告，

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5.2.25.2.25.2.25.2.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饰面采用的天然花岗岩石材或瓷质砖使用面积大于200m2时，应对不同

产品、不同批次材料分别进行放射性指标的抽查复验。

5.2.35.2.35.2.35.2.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面人造木板，，，，必须有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必须有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必须有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必须有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

甲醛释放量检测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甲醛释放量检测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甲醛释放量检测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甲醛释放量检测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5.2.45.2.45.2.45.2.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采用的某一种人造木板或饰面人造木板面积大于500 m2时，应对

不同产品、不同批次材料的游离甲醛含量或游离甲醛释放量分别进行抽查复验。

5.2.55.2.55.2.55.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水性涂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水性涂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水性涂料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水性涂料、、、、水性胶粘剂水性胶粘剂水性胶粘剂水性胶粘剂、、、、水性处理剂必须有同批次产品水性处理剂必须有同批次产品水性处理剂必须有同批次产品水性处理剂必须有同批次产品

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VOCVOCVOC）和游离甲醛含量检测报告；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必须有同批）和游离甲醛含量检测报告；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必须有同批）和游离甲醛含量检测报告；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必须有同批）和游离甲醛含量检测报告；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必须有同批

次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次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次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次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VOCVOCVOC））））、、、、苯苯苯苯、、、、甲苯＋二甲苯甲苯＋二甲苯甲苯＋二甲苯甲苯＋二甲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TDITDITDI））））含量检测含量检测含量检测含量检测

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5.2.65.2.65.2.65.2.6 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检测项目不全或对检测结果有疑问时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检测项目不全或对检测结果有疑问时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检测项目不全或对检测结果有疑问时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检测项目不全或对检测结果有疑问时，，，，必须将材料送有资格的检测必须将材料送有资格的检测必须将材料送有资格的检测必须将材料送有资格的检测

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35.35.35.3 施 工 要 求
5.3.15.3.15.3.15.3.1 采取防氡设计措施的民用建筑工程，其地下工程的变形缝、施工缝、穿墙管（盒）、埋设

件、预留孔洞等特殊部位的施工工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的有关规定。

5.3.25.3.25.3.25.3.2 ⅠⅠⅠ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当采用异地土作为回填土时，该回填土应进行镭-226、钍-232、钾-40比
活度测定。当内照射指数（IRa）不大于1.0和外照射指数（Iγγγγ）不大于1.3时，方可使用。

5.3.35.3.35.3.35.3.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时，，，，严禁使用本严禁使用本严禁使用本严禁使用本、、、、工业苯工业苯工业苯工业苯、、、、石油苯石油苯石油苯石油苯、、、、重质苯及混苯作为稀释剂和溶重质苯及混苯作为稀释剂和溶重质苯及混苯作为稀释剂和溶重质苯及混苯作为稀释剂和溶

剂，剂，剂，剂，

5.3.45.3.45.3.45.3.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施工时，不应使用苯、甲苯、二甲苯和汽油进行除油和清除旧油漆

作业。

5.3.55.3.55.3.55.3.5 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封闭存放，废料应及时清出。

5.3.65.3.65.3.65.3.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严禁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用具。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严禁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用具。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严禁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用具。民用建筑工程室内严禁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用具。

5.3.75.3.75.3.75.3.7 采暖地区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施工不宜在采暖期内进行。

5.3.85.3.85.3.85.3.8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装修中，进行饰面人造木板拼接施工时，对达不到E1级的芯板，应对其

断面及无饰面部位进行密封处理。

5.3.95.3.95.3.95.3.9 壁纸（布）、地毯、装饰板、吊顶等施工时，应注意防潮，避免覆盖局部潮湿区域。空调

冷凝水导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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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验 收

6.0.16.0.16.0.16.0.1 民用建筑工程及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应在工程完工至少7d以后、工程交付

使用前进行。

6.0.26.0.26.0.26.0.2 民用建筑工程及其室内装修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资料：

1111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工程地点土壤中氡浓度或氡析出率检测报告、工程地点土壤天然放射

性核素镭-226、钍-232、钾-40含量检测报告；

2222 涉及室内新风量的设计、施工文件，以及新风量的检测报告；

3333 涉及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工程设计变更文件；

4444 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污染物含量检测报告，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复验报告；

5555 与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有关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

6666 样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不做样板间的除外）。

6.0.36.0.36.0.36.0.3 民用建筑工程所用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类别民用建筑工程所用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类别民用建筑工程所用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类别民用建筑工程所用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的类别、、、、数量和施工工艺等数量和施工工艺等数量和施工工艺等数量和施工工艺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

规范的有关规定规范的有关规定规范的有关规定规范的有关规定

6.0.46.0.46.0.46.0.4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其限量应符合表其限量应符合表其限量应符合表其限量应符合表6.0.46.0.46.0.46.0.4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表表表表6.0.46.0.46.0.46.0.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

污染物 Ⅰ类民用建筑工程 Ⅱ类民用建筑工程

氡（Bq/mBq/mBq/mBq/m3） ≤200 ≤400

甲醛（mgmgmgmg/m/m/m/m3
） ≤0.08 ≤0.1

苯（mgmgmgmg/m/m/m/m3
） ≤0.09 ≤0.09

氨（mgmgmgmg/m/m/m/m3） ≤0.2 ≤0.2

TVOG（mgmgmgmg/m/m/m/m3
） ≤0.5 ≤0.6

注：1111 表中污染物浓度限量，除氡外均指室内测量值扣除同步测定的室外上风向空气测量值（本底值）后的测量值。

2222 表中污染物浓度测量值的极限值判定，采用全数值比较法。

6.0.56.0.56.0.56.0.5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采用集中中央空调的工程，应进行室内新风量的检测，检测结果应

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有关规定。

6.0.66.0.66.0.66.0.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氡的检测，所选用方法的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不应大于25%，方法

的探测下限不应大于10 Bq/m3
。

6.0.76.0.76.0.76.0.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空气中甲醛测

定方法》GB/ T 18204.26中酚试剂分光光度法的规定。

6.0.86.0.86.0.86.0.8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甲醛检测，也可采用简便取样仪器检测方法，甲醛简便取样仪器

应定期进行校准，测量结果在0.01 mg/m3～0.60 mg/m3测定范围内的不确定度应小于20%。当发

生争议时，应以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空气中甲醛检验方法》 GB/ T 18204.26中酚试剂分光光

度法的测定结果为准。

6.0.96.0.96.0.96.0.9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苯的检测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F的规定。

6.0.106.0.106.0.106.0.1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空气中氨测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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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GB/ T 18204.25中靛酚蓝光光度法的规定。

6.0.116.0.116.0.116.0.1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检测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G的规定。

6.0.126.0.126.0.126.0.12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应抽检每个建筑单体有代表性的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氡、

甲醛、氨、苯、TVOC的抽检数量不得少于房间总数的5%，每个建筑单体不得少于3间，当房间

总数少于3间时，应全数检测。

6.0.136.0.136.0.136.0.13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凡进行了样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且检测结果合格的，抽

检量减半，并不得少于3 间。

6.0.146.0.146.0.146.0.14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点数应按表6.0.14设置。

表6.0.146.0.146.0.146.0.14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点数设置

房间使用面积（m2） 检测点数（个）

＜＜＜＜50 1

≥50，＜100 2

≥100，＜500 不少于3

≥500，＜1000 不少于5

≥1000，＜3000 不少于6

≥3000 不少于9

6.0.156.0.156.0.156.0.15 当房间内有2个及以上检测点时，应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衡布点，并取各点检测

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房间的检测值。

6.0.166.0.166.0.166.0.16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环境污染物浓度现场检测点应距内墙面不小于0.5m、距楼地面高

度0.8～1.5m。检测点应均匀分布，避开通风道和通风口。

6.0.176.0.176.0.176.0.17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中甲醛、苯、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浓度检测时，对

采用集中空调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空调正常运转的条件下进行；对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工

程，检测应在对外门窗关闭1h后进行。对甲醛、氨、苯、TVOC取样检测时，装饰装修工程中完

成的固定式夹具，应保持正常使用状态。

6.0.186.0.186.0.186.0.18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中氡浓度检测时，对采用集中空调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空调正

常运转的条件下进行；对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应在房间的对外门窗关闭24h以后进行。

6.0.196.0.196.0.196.0.19 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全部检测结果符合本规范表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全部检测结果符合本规范表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全部检测结果符合本规范表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全部检测结果符合本规范表6.0.46.0.46.0.46.0.4的规定时，可判定该工程室内的规定时，可判定该工程室内的规定时，可判定该工程室内的规定时，可判定该工程室内

环境质量合格。环境质量合格。环境质量合格。环境质量合格。

6.0.206.0.206.0.206.0.20 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不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时，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措施进行处

理。抽取措施进行处理后的工程，可对不合格项进行再次检测。再次检测时，抽检量应增加1倍，

并应包含同类型房间及原不合格房间。再次检测结果全部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室内环

境质量合格。

6.0.216.0.216.0.216.0.21 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室内环境质量验收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严禁投入使用。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严禁投入使用。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严禁投入使用。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严禁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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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材料表面氡析出率测定

AAAA.1.1.1.1 仪器直接测定建筑材料表面氡析出率

AAAA.1.1.1.1.1.1.1.1 建筑材料表面氡析出率的测定仪器包括取样与测量两部分，工作原理分为被动收集型和主

动抽气采集型两种。测量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连续10h 测量探测下限不应大于0.001 Bq / (m2·s)；
2222 不确定度不应大于20%；

3333 仪器应在刻度有效期内；

4444 测量温度应为25℃±5℃；相对湿度应为45%±15%。

AAAA.1.2.1.2.1.2.1.2 被动收集型测试仪器表面氡析出率测定步骤应包括：

1111 清理被测材料表面，将采气容器平扣在平整表面上，使收集器端面与被测材料表面间密封，

被测表面积（m2
）与测定仪器的采气容器容积（m3

）之比为2︰1。
2222 测量时间1h以上，根据氡析出率大小决定是否延长测量时间。

3333 仪器表面氡析出率测量值乘以仪器刻度系数后的结果，为材料表面氡析出率测量值。

AAAA.1.3.1.3.1.3.1.3 主动抽气采集型测定建筑材料表面氡析出率步骤应包括：

1111 被测试块准备：使被测样品表面积（m2）与抽气采集容器（抽气采集容器或盛装被测试块

容器）内净空间（即抽气采集容器内容积，或盛装被测试块容器减去被测试块的外形体积后的净

空间）容积（m3
）之比为2︰1，清理被测试块表面，准备测量。

2222 测量装置准备：试块测试前，测量气路系统内干净空气氡浓度本底值并记录。

3333 将被测试块及测量装置摆放到位，使抽气采集容器（抽气采集容器或盛装被测试块容器）

密封，直至测量结束。

4444 准备就绪后即开始测量并计时，试块测量时间在2h以上、10h以内。

5555 试块的表面氡析出率 ε 应按照下式进行计算：

ε =
c·V
S·T

(A.1.3)

式中：ε —— 试块表面氡析出率[Bq / (m2·s)]；
c —— 测量装置系统内的空气氡浓度（Bq / m3

）；

V —— 测量系统内净空间容积（抽气采集容器内容积，或盛装被测试块容器减去被测试

块的外形体积后的净空间）（m3
）；

S —— 被测试块的外表面积（m3
）；

T —— 从开始测量到测量结束经历的时间（s）。

AAAA.2.2.2.2 活性炭盒法测定建筑材料表面氡析出率

AAAA.2.1.2.1.2.1.2.1 建筑材料表面氡析出率活性炭测量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表面氡析出率的活性

炭测量方法》GB/T 1614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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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环境测试舱法测定材料中游离甲醛释放量

B.0.1B.0.1B.0.1B.0.1 环境测试舱的容积应为1 m3～40m3。

B.0.2B.0.2B.0.2B.0.2 环境测试舱的内壁材料应采用不锈钢、玻璃等惰性材料建造。

B.0.3B.0.3B.0.3B.0.3 环境测试舱的运行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温度：23℃±1℃；

2222 相对湿度：45%±5%；

3333 空气交换率：(1±0.05)次/h；

4444 被测样品表面附近空气流速：0.1 m / s～0.3m / s；
5555 人造木板、粘合木结构材料、壁布、帷幕的表面积与环境测试舱容积之比应为1︰1；地毯、

地毯衬垫的面积与环境测试舱容积之比为0.4︰1；

6666 测定材料的TVOC和游离甲醛释放量前，环境测试舱内洁净空气中TVOC含量不应大于0.01
mg/m3

、游离甲醛含量不应大于0.01 mg/m3
。

B.0.4B.0.4B.0.4B.0.4 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测定饰面人造木板时，用于测试的板材均应用不含甲醛的胶带进行边沿密封处理；

2222 人造木板、粘合木结构材料、壁布、帷幕应垂直放在环境测试舱内的中心位置，材料之间

距离不应小于200mm，并与气流方向平行；

3333 地毯、地毯衬垫应正面向上平铺在环境测试舱底，使空气气流均匀地从试样表面通过；

4444 环境测试舱法测试人造木板或粘合木结构材料的游离甲醛释放量，应每天测试1次.。当连

续2d 测试浓度下降不大于5%时， 可认为达到了平衡状态。以最后2次测试值的平均值作为材料

游离甲醛释放量测定值；如果测试第28d仍然达不到平衡状态，可结束测试，以第28d 的测试结

果作为游离甲醛释放量测定值；

5555 环境测试舱法测试地毯、地毯衬垫、壁布、帷幕的TVOC或游离甲醛释放量，试样在试验

条件下，在测试舱内持续放置时间应为24h。
B.0.5B.0.5B.0.5B.0.5 环境测试舱内的空气取样分析时，应将气体抽样系统与环境测试舱的气体出口相连后再进

行采样。

B.0.6B.0.6B.0.6B.0.6 材料中TVOC释放量测定的采样体积应为10L，测试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G的规定，同时

应扣除环境测试舱的本底值。

B.0.7B.0.7B.0.7B.0.7 材料中游离甲醛释放量测定的采样体积应为10L～20L，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

共场所空气中甲醛测定方法》GB/T 18204.26中酚试剂分光光度法的规定，同时应扣除环境测试

舱的本底值。

B.0.8B.0.8B.0.8B.0.8 地毯、地毯衬垫的TVOC或游离甲醛释放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EF = CS(N / L) (B.0.8)

式中：EF —— 舱释放量[mg / (m2
·h)]

CS —— 舱浓度（mg / m3
）

N —— 舱空气交换率（h
－1）

L —— 材料 / 舱负荷比（m2
/ m3

）。



 

 
JJJ ii i aaa ooo DDD eee XXX ii i BBB ii i aaa nnn ZZZ hhh uuu    

知知 识识 产产 权权 盗盗 版版 必必 究究   
 

 GGG DDD HHH WWW JJJ DDD XXX BBB ZZZ   

 

 
JJJ iii aaaoooDDD eeeXXX iii BBB iii aaannnZZZhhhuuu   
知知识识产产权权盗盗版版必必究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10）

•13•

附录C 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中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VOC)(VOC)(VOC)(VOC)、苯系物含量测定

C.1C.1C.1C.1 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VOC)(VOC)(VOC)含量测定
C.1.1C.1.1C.1.1C.1.1 溶剂型涂料、溶剂型胶粘剂应分别测定其密度及不挥发物的含量，并计算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的含量。

C.1.2C.1.2C.1.2C.1.2 不挥发物的含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GB / T 1725
的的方法进行测定。

C.1.3C.1.3C.1.3C.1.3 密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比重瓶法》GB / T 6750 提供的方法进

行测定。

C.1.4C.1.4C.1.4C.1.4 样品中VOC 的含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CVOC ====
wwww 1+wwww 2

wwww 1
ρssss×1000 (C.1.4)

式中 CVOC—— 样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g / L）；

wwww 1 —— 样品质量（g）；

wwww 2 —— 不挥发物质量（g）；

ρssss —— 样品在23℃时的密度（g/mL）。

C.2C.2C.2C.2 溶剂型涂料中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含量测定

C.2.1C.2.1C.2.1C.2.1 仪器及设备应包括：

1111 带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2222 长度30 m～50m、内径0.32mm或0.53mm石英柱、内涂覆二甲基聚硅氧烷、膜厚1μm～5μm
的毛细管柱；柱操作条件为程序升温，初始温度为50℃，保持10min，升温速率10℃/min～20℃/min，

温度升至250℃，保持 2min；

3333 容积为10mL、20mL或60mL的顶空瓶；

4444 恒温箱；

5555 1μL、10μL、1mL注射器若干个。

C.2.2C.2.2C.2.2C.2.2 试剂及材料应包括：

1111 含苯为20.00 mg / mL的标准溶液，以及浓度均为500.00 mg / mL的甲苯、二甲苯、乙苯（单

组分）标准溶液；

2222 20mm×70mm的定量滤纸条；

3333 载气为氮气（纯度不应小于99.99%）。

C.2.3C.2.3C.2.3C.2.3 样品测定应包括下列步骤：

1111 标准系列制备：取5只顶空瓶，将滤纸条放入顶空瓶后密封；用微量注射器准确吸取适量

的标准溶液，注射在瓶内的滤纸条上，使苯得含量分别为0.300 mg、0.600mg、0.900 mg、1.200mg、

1.800mg；使甲苯、二甲苯、乙苯（单组分）的含量均分别为2.00 mg、5.00mg、10.00 mg、25.00mg、

50.00mg。
2222 样品制备：取装有滤纸条的顶空瓶称重，精确到0.0001g，应将样品（约0.2g）涂在滤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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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密封后称重，精确到0.0001g，两次称重的差值为样品质量。

3333 将上述标准品系列及样品，置于40℃恒温箱中平衡4h，并取0.2mL顶空气作气相色谱分析，

记录峰面积。

4444 应以峰面积为纵坐标，分别以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质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图。

5555 应从标准曲线上查得样品中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的质量。

C.2.4C.2.4C.2.4C.2.4 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样品中苯的质量分数应按下式计算：

C1 ==== m1

W
×100

(C.2.4-1)

式中：C1 —— 样品中苯的质量分数（%）；

m1 —— 被测样品中笨的质量（g）；

W —— 样品的质量（g）。

2222 样品中甲苯＋二甲苯＋乙苯的质量分数应按下式计算：

C2 ==== m2＋m3＋m4

W
×100 (C.2.4-2)

式中：C2 —— 样品中苯的质量分数（%）；

M2 —— 被测样品中甲苯的质量（g）；

M3 —— 被测样品中二甲苯的质量（g）；

M4 —— 被测样品中乙苯的质量（g）；

W —— 样品的质量（g）。

C.3C.3C.3C.3 溶剂型胶粘剂中苯、甲苯＋二甲苯含量测定

C.3.1C.3.1C.3.1C.3.1 仪器及设备应包括：

1111 带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2222 长度30 m～50m、内径0.32mm或0.53mm石英柱、内涂覆二甲基聚硅氧烷、膜厚1μm～5μm
的毛细管柱；柱操作条件为程序升温，初始温度为50℃，保持10min，升温速率10℃/min～20℃/min，

温度升至250℃，保持 2min；

3333 容积为10mL、20mL或60mL的顶空瓶；

4444 恒温箱；

5555 1μL、10μL、1mL注射器若干个。

C.3.2C.3.2C.3.2C.3.2 试剂及材料应包括：

1111 含苯为20.00 mg / mL的标准溶液，以及浓度均为500.00 mg / mL的甲苯、二甲苯（单组分）

标准溶液；

2222 20mm×70mm的定量滤纸条；

3333 载气为氮气（纯度不应小于99.99%）。

C.3.3C.3.3C.3.3C.3.3 样品测定应包括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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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标准系列制备：取5只顶空瓶，将滤纸条放入顶空瓶后密封；用微量注射器准确吸取适量

的标准溶液，注射在瓶内的滤纸条上，使苯得含量分别为0.300 mg、0.600mg、0.900 mg、1.200mg、

1.800mg；使甲苯、二甲苯（单组分）的含量均分别为2.00 mg、5.00mg、10.00 mg、25.00mg、50.00mg。
2222 样品制备：取装有滤纸条的顶空瓶称重，精确到0.0001g，应将样品（约0.2g）涂在滤纸条

上，密封后称重，精确到0.0001g，两次称重的差值为样品质量。

3333 将上述标准品系列及样品，置于40℃恒温箱中平衡4h，并取0.2mL顶空气作气相色谱分析，

记录峰面积。

4444 应以峰面积为纵坐标，分别以苯、甲苯、二甲苯质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图。

5555 应从标准曲线上查得样品中苯、甲苯、二甲苯的质量。

C.3.4C.3.4C.3.4C.3.4 计算方法如下：

1111 样品中苯的质量分数应按下式计算：

C1 ==== m1

W
×100

(C.3.4-1)

式中：C1 —— 样品中苯的质量分数（%）；

m1 —— 被测样品中笨的质量（g）；

W —— 样品的质量（g）。

2222 样品中甲苯＋二甲苯的质量分数应按下式计算：

C2 ==== m2＋m3

W
×100 (C.2.4-2)

式中：C2 —— 样品中甲苯＋二甲苯的质量分数（%）；

M2 —— 被测样品中甲苯的质量（g）；

M3 —— 被测样品中二甲苯的质量（g）；

M4 —— 被测样品中乙苯的质量（g）；

W —— 样品的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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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DDD 新建住宅建筑设计与施工中氡控制要求

D.0.1D.0.1D.0.1D.0.1 建筑物底层宜设计为架空层，隔绝土壤氡进入室内。

D.0.2D.0.2D.0.2D.0.2 当民用建筑工程有地下室设计时，应利用地下室采取防氡措施，隔绝土壤氡进入室内。

D.0.3D.0.3D.0.3D.0.3 架空层底板或地下室的地板应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开裂：

1111 在地板（底板）里埋设钢筋编织网；

2222 添加纤维类材料增强抗开裂性能；

3333 加强养护以确保浇筑混凝土的质量

D.0.4D.0.4D.0.4D.0.4 架空层底板或地下室的地板所有管孔及开口结合部应选用密封剂进行封堵。

D.0.5D.0.5D.0.5D.0.5 架空层底板或地下室的地板下宜配合采用土壤降压处理法进行防氡（图D.0.5），设计施

工注意事项应包括下列内容：

图D.0.5 土壤降压法系统图

1111 在底板下连续铺设一层100mm～150mm高的卵石或粒石，其粒径在12mm～25mm之间；

2222 底板下空间被地梁或地垄墙分隔成若干空间时，在地梁或地垄墙上要预留洞口或穿梁排气

管来打断这种分隔，消除对气流的阻碍，保证底板下气流通畅；

3333 在排氡分区中央设置1200mm×1200mm×200mm的集气坑；

4444 安装直径为100mm～150mm的PVC排氡管，从集气坑引至室外并延伸到屋面以上，排气口周

边7.5m范围内不得设置进风口；

5555 在排氡管末端安装排风机；

6666 设置报警装置：当系统非正常运行、底板空间的负压不能满足系统需求时，系统会发出警

报，提示工作人员对系统的运行进行检查。

D.0.6D.0.6D.0.6D.0.6 采用集中中央空调的民用建筑，宜加大室内新风量供应。

D.0.7D.0.7D.0.7D.0.7 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宜加强自然通风，必要时采取机械通风。

D.0.8D.0.8D.0.8D.0.8 民用建筑工程中所采用的防氡复合地面材料宜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老化、耐酸、耐碱、

抗渗透等性能。

D.0.9D.0.9D.0.9D.0.9 民用建筑工程所采用的墙面防氡涂料及腻子宜具有较好的耐久性、耐潮湿性、粘结力、延

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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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EEE 土壤中氡浓度及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

E.1E.1E.1E.1 土壤中氡浓度测定
E.1.1E.1.1E.1.1E.1.1 土壤中氡气的浓度可采用电离室法、静电收集法、闪烁瓶法、金硅面垒型探测器等方法进

行测量。

E.1.2E.1.2E.1.2E.1.2 测试仪器性能指标应包括：

1111 工作温度应为：－10℃～40℃之间；

2 相对湿度不应大于90%；

3333 不确定度不应大于20%；

4444 探测下限不应大于400 Bq /m3 。

E.1.3E.1.3E.1.3E.1.3 测量区域范围应与工程地质勘察范围相同。

E.1.4E.1.4E.1.4E.1.4 在工程地质勘察范围内布点时，应以间距10m作网格，各网格点即为测试点，当遇较大石

块时，可偏离±2m，但布点数不应少于16个。布点位置应覆盖基础工程范围。

E.1.5E.1.5E.1.5E.1.5 在每个测试点，应采用专用钢钎打孔。孔的直径宜为20mm～40mm，孔的深度宜为500mm～

800mm。

E.1.6E.1.6E.1.6E.1.6 成孔后，应使用头部有气孔的特制的取样器，插入打好的孔中，取样器在靠近地表处应进

行密闭，避免大气渗入孔中，然后进行抽气。宜根据抽气阻力大小抽气3次～5次。

E.1.7E.1.7E.1.7E.1.7 所采集土壤间隙中的空气样品，宜采用静电收集法、电离室法或闪烁瓶法、高压收集金硅

面垒型探测器测量法等测定现场土壤氡浓度。

E.1.8E.1.8E.1.8E.1.8 取样测试时间宜在800׃18～00׃之间，现场取样测试工作不应在雨天进行，如遇雨天，应在

雨后24h后进行。

E.1.9E.1.9E.1.9E.1.9 现场测试应有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测试点布设图，成孔点土壤类别，现场地表状况描述，

测试前24h以内工程地点的气象状况等。

E.1.10E.1.10E.1.10E.1.10 地表土壤氡浓度测试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取样测试过程描述、测试方法、土壤氡浓度测

试结果等。

E.2E.2E.2E.2 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

E.2.1E.2.1E.2.1E.2.1 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量所需仪器设备包括取样设备、测量设备。取样设备的形状应为盆状，

工作原理分为被动收集型和主动抽气采集型两种。现场测量设备应满足以下工作条件要求：

1111 工作温度范围应为：－10℃～40℃；

2222 相对湿度不应大于90%；

3333 不确定度不应大于20%；

4444 探测下限不应大于0.01 Bq / (m2·s)。
E.2.2E.2.2E.2.2E.2.2 测量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按照“E.1 土壤中氡浓度测定”的要求，首先在建筑物场地按20m×20m网格布点，网格

点交叉处进行土壤氡析出率测量。

2222 测量时，须清扫采样点地面，去除腐殖质、杂草及石块，把取样器扣在平整后的地面上，

并用泥土对取样器周围进行密封，防止漏气，准备就绪后，开始测量并开始计时（t）。

3333 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量过程中，应注意控制下列几个环节：

1） 使用聚集罩时，罩口与介质表面的接缝处应当封堵，避免罩内氡向外扩散（一般情况下，

可在罩沿周边培一圈泥土，即可满足要求）。对于从罩内抽取空气测量的仪器类型来说，

必须更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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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测介质表面应平整，保持各个测量点测量过程中罩内空间的体积不出现明显变化。

3） 测量的聚集时间等参数应与仪器测量灵敏度相适应，以保证足够的测量准确度。

4） 测量应在无风或微风条件下进行。

E.2.3E.2.3E.2.3E.2.3 被测地面的氡析出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R ==== Nt·V
S·T

(E.2.3)

式中：R —— 土壤表面氡析出率 [Bq /(m2·s)]；
Nt —— t 时刻测得的罩内氡浓度（Bq /m2）；

V —— 聚集罩所罩住的罩内容积（m3）；

S —— 聚集罩所罩住的介质表面的面积（m2）；

T —— 测量经历的时间（s）。

E.3E.3E.3E.3 城市区域性土壤表面氡水平调查方法
E.3.1E.3.1E.3.1E.3.1 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在城市区域应按 2km×2km 网格布置测点，部分中小城市可以按 1km×1km 网格布置测

点。因地形、建筑等原因测点位置可以偏移，但最好不超过200m。

2222 每个城市测点数量在100个左右。

3333 应尽量使用1:50000～1:100000（或更大比例尺）地形（地质）图和全球卫星定位仪（GPS），

确定测点位置并在图上标注。

E.3.2E.3.2E.3.2E.3.2 调查方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1111 调查前应制订方案，准备好测量仪器和其他工具。仪器在使用前应进行标定，如使用两台

或两台以上仪器进行调查，最好所用仪器同时进行标定，以保证仪器量值的一致性。

2222 测点定位：调查测点位置用GPS定位，同时对地理位置进行简要描述。

3333 测量深度：调查打孔深度统一定为500mm～800mm，孔径20mm～40mm。

4444 测量次数：每一测点应重复测量 3 次，以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氡浓度（或每一测点在

3m2 范围内打三个孔，每孔测一次求平均值）。

5555 其他测量要求（如天气）和测量过程中需记录的事项应按本规范附录E.1的规定执行。

E.3.3E.3.3E.3.3E.3.3 调查的质量保证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仪器使用前应按仪器说明书检查仪器稳定性（如测量标准α源、电路自检等方法）。

2222 使用两台以上的仪器工作时应检查仪器的一致性，一般两台仪器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应小于25%。

应挑选10%左右测点进行复查测量，复查测量结果应一并反映在测量原始数据表中。

E.3.4E.3.4E.3.4E.3.4 城市区域土壤氡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1111 城市地质概况、放射性本底概况、土壤概况；

2222 测点布置说明及测点分布图；

3333 测量仪器、方法介绍；

4444 测量过程描述；

5555 测量结果。包括原始数据、平均值、标准偏差等，如有可能绘制城市土壤氡浓度等值线图。

6666 测量结果的质量评价包括仪器的日常稳定性检查、仪器的标定和比对工作、仪器的质量监

控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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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FFF 室内空气中苯的测定

F.0.1F.0.1F.0.1F.0.1 空气中苯应用活性炭管进行采集，然后经热解吸，用气相色谱法分析，以保留时间定性，

峰面积定量。

F.0.2F.0.2F.0.2F.0.2 仪器及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恒流采样器：在采样过程中流量应稳定，流量范围应包含0.5L/min，并且当流量为0.5L/min
时，应能克服5kPa～10 kPa的阻力，此时用皂膜流量计校准流量，相对偏差不应大于±5%。

2222 热解吸装置：能对吸附管进行热解吸，解吸温度、载气流速可测。

3333 配备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4444 毛细管柱或填充柱：毛细管柱长度应为30m～50m的石英柱，内径应为0.53mm或0.32mm，

内涂覆二甲基聚硅氧烷或其他非极性材料。填充柱长2m，内径4mm不锈钢柱，内填充聚乙二醇

6000～6201担体（5︰1000） 固定相。

5555 容量为1μL、10μL的注射器若干个。

F.0.3F.0.3F.0.3F.0.3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活性炭吸附管应为内装100mg椰子壳活性炭吸附剂的玻璃管或内壁光滑的不锈钢管。使用

前应通氮气加热活化，活化温度为300℃～350℃，活化时间不应少于10min，活化至无杂质峰为

止；当流量为0.5L/min时，阻力应在5kPa～10 kPa之间。

2222 苯标准溶液或苯标准气体。

3333 载气应为氮气，纯度不应小于99.99%。

F.0.4F.0.4F.0.4F.0.4 采样注意事项应包括下列内容：

1111 应在采样地点打开吸附管，与空气采样器入气口垂直连接，调节流量在0.5L/min的范围内，

应用皂膜流量计校准采样系统的流量，采集约10L空气，应记录采样时间、采样流量、温度和大

气压。

2222 采样后，取下吸附管，应密封吸附管的两端，做好标识，放入可密封的金属或玻璃容器中，

样品可保存5d.
3333 采集室外空气空白样品时，应与采集室内空气样品同步进行，地点宜选择在室外上风向处。

F.0.5F.0.5F.0.5F.0.5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可选用以下推荐值，也可根据实验室条件选定其他最佳分析条件：

1111 填充柱温度为90℃或毛细管柱温度为60℃；

2222 检测室温度为150℃；

3333 汽化室温度为150℃；

4444 载气为氮气。

F.0.6F.0.6F.0.6F.0.6 气相色谱分析配制标准系列方法应包括下列内容：

1111 气体外标法配制标准系列方法：应分别准确抽取浓度约1mg/m3的标准气体100mL、200mL、

400mL、1L、2L通过吸附管，然后用热解吸气相色谱法分析吸附管标准系列样品。

2222 液体外标法配制标准系列方法：应抽取标准溶液1μL～5μL注入活性炭吸附管，分别制备

苯含量为0.05μg、0.1μg、0.5μg、1.0μg、2.0μg的标准吸附管，同时用100mL/min的氮气通过吸附

管，5min后取下并密封，作为吸附管标准系列样品。

F.0.7F.0.7F.0.7F.0.7 气相色谱分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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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热解吸直接进样的气相色谱分析。将标准吸附管和样品吸附管分别置于热解吸直接进样

装置中，经过300℃～350℃解吸后，将解吸气体经由进样阀直接进入气相色谱仪进行色谱分析，

应以保留时间定性，以峰面积定量。

F.0.8F.0.8F.0.8F.0.8 所采空气样品中苯的浓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C ====
m－m 0

V
（F.0.8.1）

式中：C —— 所采空气样品中苯浓度（mg/m3）；

m —— 样品管中苯的量（μg）；

m0 —— 未采样管中苯的量（μg）；

V —— 空气采样体积（L）。

所采空气样品中苯的浓度，还应按下式换算成标准状态下地浓度：

Cc ==== C ×
101.3

P
×
t＋273

273
（F.0.8.2）

式中：Cc—— 标准状态下所采空气样品中苯的浓度（mg/m3）；

P —— 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kPa）；
t —— 采样时采样点的温度（℃）。

注：当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保留时间的组分干扰测定时，宜通过选择适当的色谱条件，

将干扰减少到最低。

附录GGGG 室内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TVOCTVOCTVOC）测定

G.0.1G.0.1G.0.1G.0.1 室内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应按以下步骤进行测定：

1111 应用 Tenax TA 吸附管采集一定体积的空气样品；

2222 通过热解吸装置加热吸附管，并得到TVOC的解吸气体；

3333 将TVOC的解吸气体注入气相色谱仪进行色谱分析，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

G.0.2G.0.2G.0.2G.0.2 室内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测定所需仪器及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恒流采样器：在采样过程中流量应稳定，流量范围应包含0.5L/min，并且当流量为0.5L/min
时，应能克服5kPa～10 kPa之间的阻力，此时用皂膜流量计校准系统流量时，相对偏差不应大于

±5%。

2222 热解吸装置：能对吸附管进行热解吸，其解吸温度及载气流速应可调。

3333 配备带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4444 石英毛细管柱：长度应为30 m～50m，内径应为0.32mm或 0.53mm，柱内涂覆二甲基聚硅

氧烷的膜厚应为1μm～5μm；柱操作条件应为程序升温，初始温度为50℃，保持10min，升温速率

5℃/min，温度升至250℃，保持2min。
5555 1μL、10μL注射器若干个。

G.0.3G.0.3G.0.3G.0.3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Tenax-TA吸附管可为玻璃管或内壁光滑的不锈钢管，管内装有200mg粒径为0.18mm～

0.25mm（60目～80目）的Tenax-TA吸附剂。使用前应通氮气加热活化，活化温度应高于解吸温

度，活化时间不少于30min，活化至无杂质峰为止，当流量为0.5L/min时，阻力应为5kPa～1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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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2222 苯、甲苯、对（间）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乙苯、乙酸丁酯、十一烷的标准溶液或

标准气体；

3333 载气应为氮气，纯度不小于99.99%。

G.0.4G.0.4G.0.4G.0.4 采样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应在采样地点打开吸附管，然后与空气采样器人气口垂直连接，调节流量在0.5 L/min的
范围内，然后用皂膜流量计校准采样系统的流量，采集约10L空气，应记录采样时间及采样流量、

采样温度和大气压。

2 采样后取下吸附管，应密封吸附管的两端并做好标记，然后放入可密封的金属或玻璃容器

中，并应尽快分析，样品最长可保存14d 。

3 采集室外空气空白样品应与采集室内空气样品同步进行，地点宜选择在室外上风向处。

G.0.5G.0.5G.0.5G.0.5 标准系列制备注意事项：

1111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用气体外标法或液体外标法。

2222 当选用气体外标法时，应分别准确抽取气体组分浓度约1mg/m3的标准气体100mL、200mL、

400mL、1L、2L，使标准气体通过吸附管，以完成标准系列制备。

2222 当选用液体外标法时，首先应抽取标准溶液1μL～5μL，在有100mL/min的氮气通过吸附管

情况下，将各组分含量为0.05μg、0.1μg、0.5μg、1.0μg、2.0μg的标准溶液分别注入Tenax-TA吸附

管，5min后应将吸附管取下并密封，以完成标准系列制备。

G.0.6G.0.6G.0.6G.0.6 采用热解吸直接进样的气相色谱法。将吸附管置于热解吸直接进样装置中，经温度范围

为280℃～300℃充分解吸后，使解吸气体直接由进样阀快速进入气相色谱仪进行色谱分析，以保

留时间定性、以峰面积定量。

G.0.7G.0.7G.0.7G.0.7 用热解吸气相色谱法分析吸附管标准系列时，应以各组分的含量（μg）为横坐标，以峰

面积为纵坐标，分别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回归方程。

G.0.8G.0.8G.0.8G.0.8 样品分析时，每支样品吸附管应按与标准系列相同的热解吸气相色谱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以保留时间定性、以峰面积定量。

G.0.9G.0.9G.0.9G.0.9 所采空气样品中的难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所采空气样品中各组分的浓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cm ==== m i－m 0

V
(G.0.9-1)

式中： cm —— 所采空气样品中 i 组分浓度（mg/m3）；

mi —— 样品管中 i 组分的质量（μg）；

m0 —— 未采样管中 i 组分的量（μg）；

V —— 空气采样体积（L）。

空气样品中各组分的浓度还应按下式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浓度：

c c ==== cm×101.3
p

×
t +273

273
(G.0.9-2)

式中： c c—— 标准状态下所采空气样品中 i 组分的浓度（mg/m3）；

p—— 采样时采样点的大气压力（kPa）；

t—— 采样时采样点的温度（℃）。

2222 所采空气样品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浓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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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VOC = ∑
=

=

ni

i
C

1
c (E.0.9-3)

式中：CTVOC—— 标准状态下所采空气样品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浓度（mg/m3）。

注：1 对未识别峰，应以甲苯的响应系数来定量计算。

2 当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保留时间的组分干扰测定时，宜通过选择适当的气相

色谱柱，或通过用更严格地选择吸收管和调节分析系统的条件，将干扰减到最低。

3 依据实验室条件，可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ndoor air-Part 6：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indoor and test chamber air by active sampling on Tenax TA○R sorbent， thermal desorption and gas
chromatography using MS/FID 》ISO 16000-6：2004、《Indoor，ambient and workplace air-Sampling and analysi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by sorbent tube/thermal desorption/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Part 1 ： Pumped
sampling》ISO 16017-1：2000 等先进方法分析室内空气中的TVOC。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11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同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22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33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44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22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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