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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室内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就对室内环境

污染源及其防治措施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阐述,以期降低室内环境污染问题,保障人们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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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用电器和办公设备应用数量的增多,室内空间环

境污染问题也越发严重,这不仅降低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空

间环境质量,也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应加强对

室内环境污染源的研究力度,找出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从而制定合理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提高室内环境质量,提高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1 室内环境污染现状 

造成室内环境污染的物质较多,如甲醛、总挥发性有机

物、氨和氡等,通过对近 60 个家居空间和办公场所进行调查,

且结合我国制定的相关标准要求,对上述存在的污染物质进

行了检测和分析,其检测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  室内环境污染状况抽样检测结果统计表 

 

从检测结果可以发现,造成室内环境污染 为严重的为

总挥发性有机物,样品 高值在每立方米15.8毫克左右,国家

标准的限制为每立方米 0.6 毫克左右；其次是氨,达到每立方

米5.84毫克,规定的标准限制为每立方米0.2毫克,之后才是

甲醛和氡,每立方米的含量在0.59 毫克和 296Bq 左右。 

2 室内环境主要污染物及危害 

根据国家制定的室内环境污染标准规范和要求,对新

建、改建、扩建等建筑工程的室内环境进行了检测,发现其

中存在的主要污染物有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苯、甲醛、氨

和氡这几种,下面分别对这几种污染物的危害进行阐述。 

2.1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空气中含有的挥发性有机物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多,相应

的浓度含量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将这些挥发性有机

物统一称之为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目前检测到的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主要有甲苯、苯、乙苯、乙酸丁酯、对二甲苯、

苯乙烯、邻二甲苯、十一烷等。这些污染物质的来源相对较

为复杂,有从建筑材料中产生的,如人造板材、塑料板材、泡

沫隔热材料等；有从室内装饰材料中产生的,如买入的壁纸、

地毯、装饰物品等；还有从有机溶液中产生的,如油漆、含水

涂料、粘合剂等；还有一些是从生活用品中产生的,像洗涤剂、

清香剂、化妆品等。这些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有较多的毒

性,只不过随着浓度的降低,其毒性逐渐减弱,但是由于其挥

发性较差,过量吸入很容易造成人体不适,使人们出现头晕、

恶心等症状,甚至还会导致人们神经和消化系统出现异常。 

2.2 苯 

苯是日常生活和建筑材料中 常使用的一种元素,是进

行有机溶剂制作中 常出现的物质,如添加剂、方式材料、

消毒剂、灭虫剂等。这也是导致其成为室内环境污染的主要

元素,由于室内装修材料使用的不合理,使室内环境中苯的

含量达到每立方米 2000 毫克左右,过量吸食苯会导致人们

出现头痛、恶心、皮肤过敏、视觉模糊、呼吸急促等问题,

长时间处在苯含量超标的环境下,会造成人体血小板的减少,

降低人体抵抗力,增大癌症的发病率。 

2.3 甲醛 

众所周知,甲醛是导致癌症多发的重要污染物质,其存在于

各种建筑材料、家具、粘合剂、涂料、杀虫剂、防腐剂中,且挥

发周期相对较长,一般在3～15年左右,是公认的危险物品。 

2.4 氨 

氨这种污染物质的来源相对较为广泛,如混凝土防冻剂、

膨胀剂；装修过程中使用的添加剂和增白剂；新建筑混凝土

中使用的外加剂等。尤其是在新建完工的建筑中,氨的含量明

显增多。另外,室内装修材料中也含有较多的氨成分,例如：

家具中所用的增白剂和添加剂里,多是含有氨水,这样极容易

在室内环境下释放出气态氨,从而影响室内环境中氨的浓度

值。此外,在一些木质地板的制造中,在加压成型过程中会使

用到较多的粘合剂,这些粘合剂中含有的尿素和甲醛成分在

制作完成后留在了木质地板内部,在后续使用中会逐渐释放

较多的氨和甲醛污染物质,影响室内环境的质量。同时其对于

呼吸道有刺激性,是呼吸窘迫综合症的诱因,但是这种污染的

释放周期比较快,不会造成室内环境中大量长期存积。 

2.5 氡 

氡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惰性气体,但是其具有的放射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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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体造成的伤害却实不容忽视的。有相关部门研究标明,

氡的出现是导致肺癌发病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氡主要存在与

土壤、大气以及室内装修材料中,一般情况下,氡的含量相对

较低,且由于外界环境因素的制约,其对于人们的危害也不

是很大,但是如果过量集聚,则会导致较多问题。对于建筑在

断裂带上的建筑物来说,氡会随着裂缝的产生而扩散到室内

环境内,再加上室内装修使用中释放的氡元素,使得室内空

间内氡的储量激增,进而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3 室内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3.1 室内环境污染的预防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装修逐渐出现在人们眼

前。绿色装修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降低室内装修中存在的污

染物质,保证人们生活和工作空间的质量。通过绿色装修理念

的应用能够有效预防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提高人们的

生活品质,同时通过绿色装修材料的应用,也可以降低有害物

质的产生,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保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基于此,为更好的降低室内环境污染,需要对室内装修

中产生的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首先,装修风格要做到简洁、

实用,装修材料要尽可能使用环保型材料,结合室内空间需

求进行合理搭配,并确保室内通风效果,提升空气循环率。 

其次,在装修材料的选择上,除要使用环保型材料,对于

一些外加剂,粘合剂的选择也要注意其环保性能。如粘合剂

的选择,应尽可能避免含有甲醛。 

后,可以选用资源利用率高的材料,如用复合型材料代

替实木；选用可再生利用的材料,如玻璃、铁艺器件、铝扣板

等；选用低资源消耗的复合型材料,如塑料管、密度板等。 

3.2 室内环境污染的治理 

在室内装修作业完成之后,需要进行检测,以确保室内

环境的质量,如果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室内污染指数超标,要

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有效处理： 

3.2.1 化学试剂处理法 

化学试剂处理法是利用一些清洁剂将已经挥发到空气

中的有害物质进行去除,如装修除味剂、甲醛清除剂等,成本

相对较低,但处理效果治标不治本。例如甲醛清除剂,只能清

除环境中较为单一的甲醛元素,对于苯及总挥发性有机混合

物起不到任何处理效果,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

还有些人才会用醋吸收、茶叶吸收的等方式来降低室内环境

的污染,但这种方法同化学试剂法相似,整体剔除效果并不

十分明显。 

3.2.2 空气净化仪器处理法 

空气净化仪器处理法是利用臭氧氧化以及活性炭吸附

的方式来去除室内含有的污染物数量的。尤其是抽样净化,

是目前家居中很 常使用的方式。这类型设备使用较为简单,

但在污染物的处理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性,加上活性炭在

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存在饱和,这就降低了其吸附能力,且需

要对其进行更换,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合理选择。 

3.2.3 光催化技术处理法 

光催化技术是日本研发的一种较为新型的处理技术,引

进我国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光催化技术主要是利用纳米级的

二氧化钛,在光照条件下,产生一定的光催化反应,进而产生

具有较强光氧化还原功能的自由氢氧基和活性氧,将环境中

含有的有机化合物和无机物进行有效处理,并将其转化成二

氧化碳和水。同时该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可以破坏细菌的细

胞膜和固化病毒的蛋白质,以达到杀灭病菌的作用。不过在

使用该技术的过程中,需要配备专门的设备工具,且要求有

专业技术人员从旁指导方可达到预期效果,而这也就造成了

较大的成本投入。 

3.2.4 室内外空气交换法 

顾名思义,就是对室内外的空气进行及时转换,将室内含

有的污染物进行稀释并通过交换排出,以保证室内环境空气

质量。这种方式是目前较为经济且实用性 强的方法。不过

由于装修材料中污染物质的排放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

程,所以需要通过经常通风的方式来降低室内污染质量。 

3.2.5 植物吸附降解法 

该方法是利用植物自身的吸附功能,将室内环境中一些

有害物质转化成二氧化碳排出室外。不过采用植物吸附降解

法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只能针对室内环境污染程度较轻,

且污染物监测为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2倍的室内环境中使用。

不过植物种类选择的多样性使得其环境污染的处理效果相

对较好,同时还能提升室内的美观性。如虎尾兰、常春藤对

于甲醛有很强的吸附功能；发财树、元宝树对于氨有很好的

降解效果。 

4 结束语 

室内环境污染的预防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为此,我们

既要提高环保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环保习惯,还

要明确掌握污染物来源,做好通风换气工作,同时还要借助

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检测和治理,进而 大限度的降低室内

环境污染对人体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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