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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基础的物质需求,他们

开始重视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的百姓热衷于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室内装修便成了

一个热门话题,但是由于室内装饰的一些材料存在着有害的化学物质,它们严重影响人类健康,造成了室

内环境污染。本文对室内环境检测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防治对策展开探讨。 

[关键词] 室内环境检测；存在的问题；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B845.61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下,居民

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自己生活

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

的公民开始选购房子,由此室内装修成

为了一个热门产业。但是,由于目前部分

装修必需品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元素,

因此造成了很多室内环境污染,这就要

求人们熟知室内环境检测的方法,但是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室内环境检测中依

旧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本文例举了室内

环境检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防

治对策。 

1 室内环境检测的重要性以及

发展趋势 

1.1室内环境检测的重要性 

有关科研人员对室内环境的污染进

行了专业的调查分析,发现污染室内环

境的源头有很多个,包括涂饰墙体表层

的放射性物质、装饰油漆中的有毒气体、

室内家电使用产生的有害物质、外界空

气污染源等等。这些室内环境污染物对

人体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要

求居民学会测量室内空气质量,学习有

关室内环境污染的应对方法,以此保障

自身的健康。不仅如此,有的室内环境污

染是可以从源头上解决的,例如部分装

饰材料采用优质的原材料便不会产生污

染,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市场的监控,减少

伪劣产品的生产,不仅如此,国家还应该

加强室内环境污染解决方法的宣传力度,

提高居民的防范意识。 

1.2室内环境检测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室

内环境污染检测系统,包括对室内环境

空气质量的评估,对污染源进行处理以

及能源的二次利用。科研人员调查显示,

任何房屋装修后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环境污染,专业人员通过对环

境空气质量的检测,分析了解有关室内

环境污染物的性质,从而进行有针对性

的处理,提高室内环境污染物处理效率。

现如今,室内装修材料千变万化,环境污

染防治有了更大的挑战,为了满足市场

的需求,人们对于环境治理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为了能够更好的满足环境治理

的需要,环境监测的工作就要长期深入

的进行下去,把环境监测作为一项长期

的发展工作,使环境监测和防治成为一

项长期的更有意义的工作,从而为人们

的生活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2 室内环境污染现状及主要污

染物 

2.1室内环境污染现状 

研究数据表明,室内环境污染物源

头多种多样,包括建筑材料,装修材料,

家具家电等等,并且这些污染源头所产

生的污染物质还会混合产生新的有害物

质,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另外由

于公寓相对密闭,室内通风不好,有害物

质会积聚在室内,经久不散,长期以往,

居民会产生焦虑,烦躁等症状,生活质量

大幅度降低,甚至减少寿命,由此可见室

内环境污染的危害极大,室内环境检测

迫在眉睫。但是现阶段,我国众多的住宅

中,装修不久以及未装修的住宅空气污

染物严重超标,对其测量出来的有害物

质成分高达百分之一百,因此相关部门

及公民应该加强对室内环境污染检测的

重视程度。 

2.2室内环境污染的主要有害物质 

2.2.1甲醛污染 

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

体,在日常住宅居住中,它主要来源于地

板粘合剂,墙体装修油漆,胶合板等等,

该气体活性低,空气滞留时间长,人体长

期吸入甲醛气体容易损害肝脏降低人体

免疫能力。 

2.2.2苯污染 

苯,其物理性质是无色,有着淡淡的

芳香的气体,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溶剂

黏胶剂、油漆涂料添加剂、人工合成纤

维等装潢材料,人体一旦过量吸入该气

体,则人体的神经会被麻痹,大脑机能下

降,对外界信息接受能力下降,严重情况

下会导致休克或者呼吸衰竭而亡。 

3 室内环境检测存在的问题 

3.1室内环境样本采集点选择不

到位 

目前我国室内环境检测成型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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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少之又少,多数采样人员工作流程

执行不规范,他们仅在房型开口处进行

采样,这样所得到的采样数据不具备科

学性,没有参考的价值。一般而言,采样

布点的选择应该要考虑平面布局以及立

体布局两大部分,对于公寓中的高层住

宅,应该从上中下三个层面进行样本采

样,着重注意采样地点的气压以及周边

环境的温度。 

3.2室内环境污染检测流程不规范 

由于我国对室内环境污染的重视程

度不够,因此大多数的人对待室内环境

污染依旧报着无关紧要的态度,另外,由

于我国关于室内环境污染检测的系统尚

且不完善,许多检测的细节不到位,导致

检测环节漏洞百出。目前我国尚且未出

现专业的室内环境污染检测团队,工程

所属技术人员室内环境检测经验严重不

足,此外由于技术人员对室内环境检测

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他们在检测环节中

不按照规范流程操作,造成检测数据不

准确,变相地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 

3.3国家标准检测法过于烦琐 

目前我国的技术人员在进行室内环

境污染物检测时所采用的标准是按照国

家标准法进行操作的,以检测甲醛含量

为例,根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有相

关规定,甲醛检测的国家标准方法为酚

试剂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法和AHMT分

光光度法等等,上述的室内环境污染物

检测方法有着不少可取之处,例如所检

测得到的数据非常精准,操作的实用性

较强,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一,

这种方法流程非常的冗杂,而且检测周

期长,当要进行大规模现场检测时用这

个方法,就十分麻烦。 

4 室内环境检测防治措施 

4.1不断优化设计及合理装修 

研究数据发现,室内环境污染与住

宅所处环境以及住宅内部设计都有着很

大的关系,因此有关建筑技术人员在进

行建筑图纸设计时,应该做好当地气候

的考察,查阅相关的资料,将生态环境与

建筑设计相结合,以 少的能源损耗,获

得 优质的的空气质量,通过优良的室

内结构设计减少室内环境污染。此外,

有关装修团队在进行装修原料选购时,

应该选购绿色无污染的原料进行装修,

在室内装修完毕后,室主可以通过摆放

适量的绿色植被或者购置空气净化器净

化室内空气,提高室内环境质量,如此一

来,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便会大幅度降

低,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也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 

4.2通风换气,合理使用空调 

其实,室内环境污染治理的 简单

的一个方法就是经常进行通风换气,流

通的空气可以带走大量的有害物质,然

后由大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净化处理,这

是 有效的一个室内环境污染治理方

法。另外,空调作为居民日常生活中 常

用的一种家电,它在使用时会产生多种

有害气体,不仅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而

且会破坏大气层,对整个地球生态圈都

有着不良的影响。而且人们在使用空调

时,会紧闭门窗,如此一来,室内空气不

流通,空调又会产生有害气体,长时间下

去室内环境污染严重,对人体造成很大

的伤害。因此人们在使用空调时,应该要

注意使用时间,当空调使用超过一定的

时限后,要及时通风换气,将室内有害气

体吹散出去,避免吸收过量的有害气体

而给身体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其实不仅

仅是空调的使用,大多数的家用电器在

运作时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而一个

住宅中的电器无时无刻都处于运作状态,

因此住宅主人要及时通风换气,保障室

内空气环境的质量,如此一来室内环境

污染就会小很多。 

5 结束语 

时代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的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现如今,居民对于生

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住宅作为居民

必不可少的重要财产,也应该紧跟时代

的潮流,为居民提供舒适温暖的休息场

所。但是室内污染作为一个影响居民生

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有关居民和国家应

该加强对其的重视,掌握制定室内环境

检测对策,减少室内环境污染对人体造

成的伤害,保障居民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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