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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newly-built university of formaldehyde content in indoor 
air,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ntrol measures, 
the formaldehyde content was measured in the indoors air of ordinary university classrooms, 
newly-rebuilt classroom, the school offices, conference rooms, libraries, museum and laborator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rmaldehyde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in the air of the conference 
rooms. And the formaldehyde content was the second highest in the newly-rebuilt classroom. Both 
of the formaldehyde cont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indoor air formaldehyde content 
standard. The main source of formaldehyde content was released by new furniture and decoration 
materials. To reduce the formaldehyde content, it should be often ventilation, put activated car-
bon and formaldehyde-absorbed ornamental plants to protect health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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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新建大学室内空气中甲醛的含量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科学合理的治理措施，对大学普

通教室、新改建教室、校办公室、校会议室、纪念馆、图书馆、实验室等典型样地进行了室内空气中甲

醛指标的测定。经研究发现，校会议室空气中甲醛含量最大，新改建教室甲醛含量次之，仍高于国家室

内空气甲醛含量标准。甲醛含量偏高的主要来源是新家具与新装修材料中甲醛的释放，应该采取经常通

风的措施，放置固体活性炭和可吸收甲醛的植物等措施，降低室内甲醛浓度，保障师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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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高校招生的扩张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学校规模增大，校园内各种设施的增建和补给，给学校师

生带来许多方便与舒适。但是，在增建校舍的进程中，学校室内装修的空气污染问题，是广大学生家长

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众所周知，甲醛是一种致癌物，是室内主要的污染成分之一，是评价室内空气污

染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较高浓度甲醛的环境中，人的身体和精神遭受重大伤害，如，能使人产生头

痛、眩晕，产生眼部刺激、过敏性皮炎等症状，较高质量浓度的甲醛对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有毒害作

用，长期接触甲醛的人还可能导致白血病[1]。 
中国居室内甲醛浓度水平偏高。2002 年~2004 年间文献报道，室内新装修和重装修，空气中甲醛含

量显示，有高达 69.4%的监测点甲醛浓度高于国家标准[2]。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检测工作委员会在北

京抽查了 14所学校的 26个教室的空气质量，结果显示，空气甲醛超标占 69.2%，综合污染指数 76.9% [3]。
由此可见，学校室内受甲醛污染比较严重。因此，本文将研究成都工业学院校舍室内空气中甲醛含量的

现状，影响甲醛浓度变化的原因及治理措施，为学校室内空气质量甲醛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内容 

本项目于 2018 年 6 月对成都市成都工业学院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图书馆、教室等室内，进行

室内空气甲醛指标监测与分析。本次监测的对象，选取了校内 5 间原普通教室、2 间新改建创新创业教

室、2 间新改造多媒体教室、2 间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2 间红楼办公室、2 间红会议室、4 间图书馆

及 1 间陈毅纪念园展馆作为主要的监测场所。 

2.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项目为室内甲醛含量的变化特征，在采样之前，关闭门窗 12 小时，并关闭各类通风设施，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p.2019.9304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高进长 等 
 

 

DOI: 10.12677/aep.2019.93048 346 环境保护前沿 
 

对室内环境空气中甲醛浓度进行了 1 小时的现场监测，根据房间面积、装修情况并结合房间特点选取采

样点，监测场所面积均为 10~50 m2，设置两个点。每个点采样三次，采样高度均在 1.5 m。测量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0 日~24 日，天气晴朗，微风，室内温度 23℃左右。检测方法按照 GB 50325-2014《民用建

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进行采样。仪器使用 GDYK-201S 型甲醛检测仪，使用前按照 GB/T 
18024.26-2000《公共场所空气中甲醛测定方法》进行校验。 

3. 结果与讨论 

3.1. 校园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 

检测结果见表 1 和图 1。结果显示，红楼会议室空气中甲醛浓度最高，为 0.459 mg/m3，远远超过国

家允许范围 0.1 mg/m3，污染较严重；其次为新改建创新创业教室和新改造多媒体教室，为 0.174 mg/m3

和 0.174 mg/m3，也高于国家室内空气甲醛含量。原普通教室空气中甲醛浓度含量最低，为 0.048 mg/m3。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formaldehyde concentration in indoor air 
表 1. 校园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分布特征 

序号 地点 甲醛浓度(mg/m3) 

1 红楼办公室 0.076 

2 红楼会议室 0.459 

3 陈毅纪念园展馆 0.090 

4 图书馆 0.070 

6 原普通教室 0.048 

7 新改建创新创业教室 0.174 

8 新改造多媒体教室 0.172 

9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室 0.083 

 

 
Figure 1. Changes of formaldehyde content in air in different classrooms 
图 1. 学校不同教室空气中甲醛含量变化 

3.2. 室内空气甲醛污染的现状 

装修完成的房间内，短时间内，室内空气甲醛污染较严重。王继峰[4]在 100 家装修完成后搁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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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住宅房间，进行了室内空气中甲醛的现场检测，室内空气中甲醛污染有 85 家，住宅室内空气中甲醛

的浓度超过了国家标准，超标率为 85%，其中最大的超标倍数有 10 倍之多。张琴等[5]在新装修居室甲

醛污染检测的 72 个样本中，有 58 个样本甲醛的浓度均有不同程度超标，其超标率为 80.6%。虽然房间

的类型功能(客厅、卧室、儿童房、书房和厨房等)不同，甲醛的污染程度不同。陈凤娜等[6]在新装修住

宅室内空气质量调研中，检测的不同类型功能房间中，甲醛浓度分布是不均的，甲醛污染超标主要集中

在人造板材家具比较密集的卧室和儿童房。根据本次学校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由于在 1 年前对原有普通

教室进行了新改建创新创业教室和新改造多媒体教室，并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和配置桌椅等，短时间内释

放甲醛，空气甲醛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红楼会议室除了开会期间门窗打开，其他时间多数是关闭的，通

风性较差，可能是导致甲醛含量超标的原因。 

3.3. 室内空气甲醛污染现状的原因分析 

3.3.1. 装修所用的材料是甲醛主要来源 
室内空气甲醛污染之所以非常严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来源非常广泛，其中甲醛

最主要来自于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和涂料等，尤其是人造板材和胶粘剂[7] [8]。房间装修时，使用大量的

细木工板、刨花板、胶合板和中密度纤维板等人造板材，在生产人造板材时，使用具有较强地黏合性的、

具有防腐、防虫和加强板材的硬度等功能的甲醛，所以装修时使用人造板材较多，室内空气中甲醛的含

量就越大[9]。室内甲醛污染的主要来源于室内的装修材料和人造板材，如人造板材、塑料壁纸、化纤地

毯、油漆、涂料等，这与国内外的有关报道是一致的[9] [10] [11]。 

3.3.2. 通风状况是室内甲醛含量较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室内通风换气状况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定期开窗通风可以有效降低室内的甲醛浓

度[12]。李志强等对装潢后住房室内空气中甲醛污染情况进行研究，装潢 2 个月后到 1 年的时间内，在通

风不良的情况下室内空气中甲醛含量仍然超标，但在开窗后通风良好时都符合国家居室卫生标准[13]。一

般新装修完毕的房间，甲醛含量很高，需要长时间的开窗通风来降低室内甲醛的浓度。强制通风前后，

测点甲醛测定情况显示，通风后甲醛浓度下降，最低降至通风前的 24.1%，通风后各时间段甲醛平均浓

度与通风前平均浓度显著降低[14]。ZHANG 等研究发现，混合通风可以比置换通风更好地保持室内空气

质量[15]。室内通风是清除甲醛行之有效的办法，可选用空气换气装置或自然通风，有利于室内材料中甲

醛的散发和排放。 

3.3.3. 温度影响室内甲醛污染状况 
温度是影响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不同温度下甲醛的污染程度不同，主要是甲醛

的释放在温度高甲醛挥发得快，因此甲醛的释放量就多。刘学圃等[16]在家庭室内装修后的 3 个月内，高

温期时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浓度明显高于低温期时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浓度。苏海涛等[17]研究发现，高温期

时，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的平均值是低温期时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的 6.8 倍，且随着室内温度的变化，

甲醛的释放也有很大的增加。这是因为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促进装修材料中部分脲醛树脂分解产生甲

醛，并加速甲醛分子在装修材料、涂料在空气中传质速率[18] [19]。本次检测室内甲醛含量，校园室内温

度相对较高，甲醛的释放较快，甲醛的释放量较多，室内甲醛含量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控制室内温度，

以达到降低室内甲醛浓度的目的。 

3.3.4. 植物影响室内甲醛污染浓度 
植物能够净化装修污染后的空气甲醛。曹受金[20]等对东万年青、绿萝、垂叶榕、虎尾兰、龟背竹、

四季秋海棠等六种观赏植物对空气甲醛有不同的吸收能力。张振京[21]对研究发现，长寿花、盆菊、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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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春藤等 22 种植物对甲醛具有净化作用。白雁斌等[22]在装修后没有通风的室内悬拄吊兰观察吸收甲

醛情况，显示芦荟、龙舌兰和垂拄兰对甲醛有较好的去除甲醛的效果，龟背竹、虎尾兰等叶片硕大的观

叶植物，对甲醉具有一定的吸收和积累能力。绿色植物成为室内空气的净化器，为房间内的空气污染控

制与消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4. 结论 

室内装修中各种板材和涂料，是室内甲醛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装修过程中，尽可能使用绿色装修

材料和含有甲醛较少的材料，从源头减少甲醛。室内通风换气是清除甲醛的简单易行的有效方法，通常

采用开窗、自然通风，也可以安装强制通风换气的通风设备，较为快速的净化室内空气甲醛。绿色植物

不但可以吸收有毒的有害污染物如甲醛，还可以美化环境、吸热降温的作用，具有成本低、没有二次污

染等优点。通过科学合理选择以上多种治理措施，可以降低室内甲醛含量，给师生一个健康的教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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