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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危害极大,其是一种没有颜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并且比较容易溶于水,

也比较容易挥发,在一些加热的条件下,其挥发速度可以更快。因此为了加强对其控制,需要对其进行检

测与治理,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室内空气中甲醛的主要危害,对室内空气主要的甲醛检测方法及其治理措

施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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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空气中的甲醛是一种具

有极大危害性的气体,会对人们的身体

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必须采用极

其精准的检测手段对室内空气中的甲醛

含量进行检测。通过相关研究发现,只有

采用准确有效的检测手段和防治措施才

能在根本上对甲醛的蔓延过程中进行控

制,从而降低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含量,尽

可能的将甲醛造成的危害降到 小。由

此可见,本文对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检测

及防治技术的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主要危害 

1.1甲醛在空气中会与人体皮肤发

生接触,从而引发刺激性的作用。甲醛能

够通过与皮肤的接触破坏人体的皮肤黏

膜,与蛋白质中的氨基相结合转化为甲

肽化蛋白。这种病变会对人体的内部器

官造成严重的危害影响。 

1.2甲醛能够通过与皮肤的接触,渗

透到人体的皮肤表层之中,继而引发人

体的过敏性反应,能够加快人体皮肤细

胞的坏死,不仅会导致过敏性皮肤疾病

的出现,甚至会造成皮肤坏死。同时甲醛

气体还能通过呼吸进入到人体内部,使

人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例如支气管、

肺部的问题等等。  

1.3甲醛这种气体具有较强的遗传

毒性和致癌作用。空气中的甲醛成分含

量如果过高,人们就会在呼吸过程中吸

入大量的甲醛,之后甲醛的遗传毒性会

使人体的细胞发生病变,从而导致癌症

的出现。  

1.4人们的在长时间接触甲醛之后,

会出现甲醛中毒的慢性影响,据相关研

究显示,人们在甲醛中毒之后会出现消

化障碍、震颠、视力降低等正常。此外,

甲醛中毒的慢性反应还会使人们出现触

觉、温觉及痛觉障碍,并且会对人的肺功

能造成严重的危害。  

2 室内空气主要的甲醛检测方

法分析 

2.1分光光度法。这种检测法是基

于不同分子结构中物质对电磁辐射的

选择性吸收而建立的一种定性、定量的

检测方法,是当前室内空气甲醛检测

常规的一种检测方式,它主要有以下集

中形式：第一,乙酰丙酮法,这种检测方

法是将室内空气经水吸收后,甲醛气体

与乙酰丙酮通过45～60℃水浴反应30

秒,或者在室温25℃下通过2.5小时反

应生成黄色化合物,然后光色比对,判

定空气中甲醛的含量。这一检测法的优

势,不仅操作简单便捷,还受外界因素

干扰较少,显色剂稳定性强,测定线性

范围较宽,适合于室内空气甲醛含量较

高的情况使用,唯一不足就是灵敏度较

低,在当前应用中较为广泛。第二,酚试

剂法,采集定量的室内空气放到酚试剂

中,即空气中的甲醛与酚试剂发生反应

后生成嗪物质,这种物质放在酸性溶液

中被铁离子氧化成蓝绿色化合物,其色

彩越深代表空气中甲醛污染越严重,这

种检测方法优势,操作简便且灵敏度高,

适用于室内空气甲醛微量的测定,缺点

就是受干扰严重且稳定性差,显色受时

间与温度等的限制。第三,AHMT法,这一

方法是将室内空气中的甲醛与AHMT在

碱性条件下缩合,经高碘酸钾氧化成紫

红色化合物,然后根据色差定量检测甲

醛含量。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在正常室温

下就能够进行,干扰性与稳定性较好。

但操作较为严格且复杂,重现性较差,

注重时间控制。  

2.2电化学法。电化学分析法是基于

化学反应中产生的电流、电量、电位的

变化,判断反应体系中分析物的浓度进

行定量分析的方法,用于甲醛检测的有

极谱法和电位法。示波极谱测定法简称

极谱法,是通过获得的电流---电压曲线

即极谱波来进行分析测定的方法。甲醛

在盐酸苯肼一氯化钠底液中产生一个清

晰的极谱波,峰电流与甲醛含量成正比,

根据样品峰电流与甲醛标准峰电流比较

进行定量检测；或在pH值为5的乙酸一乙

酸钠介质中,甲醛与硫酸肼的反应产物

产生一个灵敏的吸附还原波,其峰高与

甲醛浓度在一定范围内呈线性关系,根

据这种关系对甲醛进行定量检测。该法

操作简便、选择性好,但是极谱分析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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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的前处理要求比较高,使用的“滴

汞电极”有污染,目前多用于食品和食

品包装材料中对甲醛的检测。电位法也

称离子选择电极法,是利用膜电极将被

测离子的活度转换为电极电位而加以测

定的一种方法。在硫酸介质中,甲醛对溴

酸钾氧化碘化钾具有促进作用,利用这

个特性,用碘离子选择电极跟踪,可建立

测定微量甲醛的动力学电位法。 

2.3色谱法。色谱具有强大的分离效

能,不易受样品基质和试剂颜色的干扰,

对复杂样品的检测灵敏、准确,可直接用

于居室对甲醛的分析检测。也可将样品

中的甲醛进行衍生化处理后,再进行测

定的,常用的衍生剂有2,4一二硝基苯肼

(DNPH)、咪唑、乙硫醇、硫酸肼等。将

样品中的甲醛与DNPH衍生化,生成2,4一

二硝基苯腙,经甲苯或正己烷萃取,用毛

细管或填充柱气相进行色谱分离,再用

电子捕获检测器检测,根据保留时间和

峰高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检出限为

0.0015mg/L,其中乙醇、丙酮、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均不会产生干扰。将样品中

甲醛与DNPH衍生化后,经萃取,用高效液

相色谱进行分离,用紫外检测器检测,根

据保留时间和峰面积进行定性和定量检

测,检出限可达0.05mg/L。居室中样品组

分一般较复杂,干扰组分多,甲醛含量又

低,常规检测方法中需耗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进行分离、浓缩等预处理后再进行

检测。 

3 室内空气中的甲醛治理措施 

3.1催化治理措施。在对室内空气中

甲醛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催化治理措施

的应用较为普遍。这种治理措施主要是

通过催化和过滤的手段实现对室内空气

中甲醛的治理。为了在实施过程中实现

微小的过滤,必然会需要大量的催化方

式进行辅助。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治理措

施需要在正常的温度下将甲醛气体转化

为相应的无色无味气体,之后通过专业

的设备装置对其进行吸收。所以,在实际

的实施过程中,应将单纯的物理吸收方

式转变为的化学的吸附手段,进而实现

更好的治理效果。 

3.2通风换气治理措施。一般通风换

气是 为常见的一种甲醛治理措施,也

是清除甲醛效果 好的一种手段。人们

在装修完成之后,可以将室内的窗户全

部打开,进行自然通风,从而排除甲醛气

体。同时,在通风换气的过程中,还应对

室内的温湿度进行控制,通过相关研究

可知甲醛所处环境的温湿度越高,甲醛

的释放量也就越大,所以要将室内的温

湿度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促进甲醛

的释放。这种通风换气的治理措施所需

时间较长。  

3.3物理吸附治理措施。物理吸附法

主要是利用一些具有吸附甲醛能力的物

质对室内空气中存有的甲醛成分进行吸

收,从而达到治理甲醛效果。一般情况下

所选用的吸附物质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例如活性炭等。这种措施在清除甲醛的

过程中并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且操作极

为简单,治理效果较好。  

3.4植物吸收治理措施。植物吸收

治理措施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甲醛治

理措施,通过相关研究发现,部分植物

具有良好的甲醛吸收作用,例如仙人

掌、吊兰等。因此,在室内装修完成之

后,可以在室内摆放相应的植物来吸收

甲醛。这种措施不仅实现了净化室内空

气的目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室内环

境进行美化。 

4 结束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房

屋居室等各类内装修日益增多,而由于

居民及商家对室内产生的环境污染往往

认识不深或不够重视,从而导致室内空

气中一些污染性气体超标,甲醛是室内

空气主要污染物之一,因此为了保障人

们的安全健康,必须加强对其检测方法

与污染治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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