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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室内环境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住户的居住健康水平,如果居住环境质量不合格,可能会给住

户的身体安全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在日常的室内环境检测过程中,主要把空气作为主要检测目标,特别

是刚装修好的室内住宅,专业人员不仅需要对空气内的污染物数量进行检测,还需要对污染物的成分和

分布进行检测,对照是否符合污染物标准。对于一些不合格的室内住宅,要提醒相关人员进行防治措施的

应用,让住宅的室内环境和居住质量得到保证,无法威胁到住户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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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下的室内环境检测流程中,专

业人员需要对室内的空气进行取样,然

后再进行检测,这个过程不仅要选用正

确的方法,还要控制采取样品的数量,使

各项检测流程符合检测规范,从而使检

测结果具有参考性。另外,检测过程中还

有许多注意事项,相关人员要在检测中

注意要点,提升检测水平与质量。防治措

施的采取要与检测结果相对应,对检测

结果进行分析,从而使防治措施更加有

效。本文主要针对于室内环境的质量检

测现状进行分析,然后进行防治措施的

探讨与建议。 

1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现状概述 

1.1室内污染物现状简述 

在进行室内装修过程中,需要在房

屋内添加多种建筑材料,这些崭新的装

修材料可能会含有一些污染物,尤其是

一些油漆涂抹类的建筑材料,含有的污

染物较多。在装修完毕之后,室内汇集的

污染气体种类较多,例如含有甲醛、苯和

氨等,这些气体在房屋空气中含量各不

相同,但是往往处于超标的状态。这些污

染物往往都存在较强的物理性质和化学

性质,有些污染物直接散发出刺激性气

味,使人的肺部和心脏等器官受到损伤。

不同程度的材料对污染物的标准各不相

同,因此,相关人员需要对实际情况进行

采样,然后进行检测。 

1.2室内环境取样 

在室内的空气中进行取样,主要包

含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要关注准备阶

段的事项。当室内完成装修之后,必然

会含有污染物,因此,空气检测员不能

将其作为直接的检测对象,需要等待空

间进行一段时间的自我消散之后,再对

室内进行抽样检测。在采样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要注意采样点,并控制不同采

样点之间的间距。采用点药设置,在不

通风的范围中,另外,工作人员需要做

好采样点分布检查,注意采样点之间是

否均匀。对于通风条件不佳的室内区域,

检测水平也不相同,相关人员应当做好

区分。在重视的检测过程中,无论是平

面还是立面都能接受到检测。对于采样

的数量要适宜,只有这样获取的结果才

具有参考价值。 

1.3检测阶段 

在污染物检测时期,由于每种污染物

的检测方法与合格标准不相同,因此,要

按照国家的规定和标准进行。例如,对于

污染物气体氡,应当按照国家的质量标

准检测方法进行检测,采用活性炭检测

法和气球法进行有害物质的检验。对于

其他污染物也要按照国家的标准和检测

方法严格进行。 

1.4检测结果分析 

室内的空气污染物浓度都是一定的,

这是质量检测依据和浓度的界限,如果

这些污染物中有某种气体浓度超标,则

判定整体环境不合格。只有送样检测的

每种污染物含量都在标准之内,才判定

室内环境合格。如果出现空气质量不合

格的情况,相关人员应该对超标的类型

和含量以及分布区域进行确认,找到污

染物的来源,从而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方

式,直到污染物的含量低于标准。再次对

改造后的室内空气环境进行检测时,应

该对检测的数量和地方进行控制,从而

使检测标准更有意义。 

2 室内环境改善的发展对策和

防治措施 

2.1在施工建设时选择良好的材料 

室内环境与施工材料有着必然的联

系,因此,在施工期间就应该选择适当绿

色环保材料,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让室内

建筑释放的污染物能够更少一些。具体

在采购环节,采购人员需要对采购的材

料进行检查,检查材料是否具有质量合

格证书和污染物检测证书,判断采购的

商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另外还要对每

种材料中的污染携带物浓度进行检测,

判断是否低于规定的界限。就那些质量

合格,对空气污染影响较小的材料才能

被选用,因此,采购员在采购过程中需要

采用优质原料,摒弃污染大的劣质材料,



建筑技术研究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5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例如人造钢板这种材料。如果对钢板有

需求,相关人员需要尽快找到有关的替

代品,例如原木的建材。 

2.2采用良好的施工工艺 

建筑工程中施工工艺具有许多种,

其中实施过程中对空气的污染影响力也

各不相同,施工过程所释放出来的污染

浓度存在差异,因此,在装修期间,应当

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对于施工的方法

和工艺进行确定,确定是否会释放有较

重的污染物和毒性。如果方式确实不当,

应当尽快选择其他方法。例如胶合板和

纤维板这种人工合成的材料就有较大的

毒性,比其他施工工艺释放出来的毒性

更强,因此,专业人员在进行装修时,应

当放弃这两种材料的使用。 

2.3注意污染物吸收的技术和应用 

在进行污染防治的过程中,要注意

采用污染吸收技术,例如室内可以采用

污染物,有吸收作用的物质,在空气中利

用污染物和吸收物质的结合,产生化学

反应,快速的吸收和消除空气中存的有

害物质,这种吸收的技术也可以运用于

致病菌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空气的净化

作用。吸附技术是当前比较常见和简单

的污染物防治措施。利用一些具有吸附

作用的物体作为吸附剂,然后对空中的

有害物质进行吸附,整体的净化效果也

和其他方式相比较佳。生活中还有比较

常见的吸附物是活性炭,可以有效的吸

附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另外,氧离子也是

当前比较流行的净化手段,可以通过与

污染物产生化学反应来进行污染物的吸

附,从而实现污染物的快速消除。这种技

术不仅可以在空气中释放氧离子,而且

可以对有害气体进行破坏,从而使有害

气体进行沉降,另外,负氧离子也可以对

空中的飞尘进行吸附,使室内空气更加

清新。根据有关实验的证明,这种负氧离

子净化手段可以快速的消除污染物,提

升整体空气质量水平。 

2.4采用空气净化器和绿植来提升

室内环境 

空气净化器是当前比较常用的,家

用净化气体的设备,另外对于相关有害

气体,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对于烟尘污染

比较严重的室内,可以通过有效的空气

过滤来进行防治,另外可以配合空气净

化,使效果更好。通过有效的空气过滤,

可以提升对污染物的吸附和消除,另外,

对于一些螨虫和烟尘都有较好的净化作

用。当前空气净化器的技术已经十分娴

熟,一些成熟品牌的空气净化器可靠性

较高,但是需要定期的对材料进行更换,

避免出现过滤网富集污染物过多影响效

率的情况出现。另外可以在室内放置一

些绿色植物,例如绿萝和吊兰这类较大

的绿植,可以有效的对室内空气进行净

化,并吸附空气中含有的有害气体,在刚

装修完的空间中放置这些绿植,可以对

空气环境进行改善,并提升居住舒适度,

给人们更好的居住体验,但是需要注意

不要选择有致癌可能性的绿植,并对绿

植的数量进行控制。 

3 总结语 

总的来说,室内环境对人们的日常

生活非常重要,人们需要对室内环境有

更高的重视度,提升室内居住环境的质

量和安全性,另外,需要从科学的角度对

室内环境问题进行解决,提升空气质量

检测的手段,采取科学性的防治手段,真

正的解决室内环境所存在的问题。环境

如果不合格对人们的生理健康也会造成

影响,因此在装修完毕,应当对室内环境

进行质量检测工作,消除有害污染物是

室内的空气,更为清新居住环境,更为安

全。这样人们在居住环境中也会保持更

为轻松健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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