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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背景



室内空气污染归因疾病负担较为严重
Ø 全球室内空气污染归因超额死亡，231.4万例

Ø 中国室内空气污染归因超额死亡，36.3万例

室内空气污染是主要环境类危险因素
Ø 全球环境类危险因素排名，第二

Ø 中国环境类危险因素排名，第三

TOP 2 in Global TOP 3 in China

GBD2019仅基于室内燃料燃烧计算室内空气污染的归因疾病负担

室内空气污染是GBD主要归因危险因素之一



Ø 《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成人卷）》：我

国成年人群每日室内活动时间均值超过18h，超

过全天的75%

Ø 美国NHAPS调查：人群有86.9%的时间停留

在室内

室内污染呈现来源广泛，暴露时间长的特征

室内污染来源广泛 室内暴露时间长



我国室内空气污染形势严峻

指标 污染物 文献数量 浓度水平 标准值 超标率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纳入指标

PM10 20 浓度均值120.9μg/m3（12～7739.9μg /m3） 150 μg /m3 —

CO 21 浓度均值6.11mg/m3

（农村7.18mg/m3；城市1.33mg/m3）
10 mg/m3 —

CO2 25 浓度均值0.072%
（农村0.107%；城市0.069%）

0.1% —

SO2 23 78.0%家庭测定结果小于0.50mg/m3 0.50 mg/m3 超标率22.0%

NO2 18 浓度均值 0.08 mg/m3 0.24mg/m3 超标率4.2%

O3 14 浓度均值26.86 µg/m3（0.01~338 µg/m3） 160 µg/m3 平均超标率0.0% 

NH3 35 浓度均值260.12 µg/m3（4~5480 µg/m3） 200 µg/m3 平均超标率39.0%

甲醛 89 浓度均值122.96 µg/m3（0~4250 µg/m3） 100 µg/m3 平均超标率38.9% 

TVOCs 55 浓度范围332～1808 μg/m3 0.6 mg/m3 超标率20.0%

苯 55 124.04±272.60 µg/m3 0.11 mg/m3 超标率12.0%

甲苯 55 258.90±672.98 µg/m3 0.2 mg/m3 超标率8%

二甲苯 55 189.68±561.16 µg/m3 0.2 mg/m3 超标率20%

苯并[a]芘 48 0～423.7 ng/m3 1 ng/m3 —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未纳入指标

PM2.5 38 平均浓度值126.21μg/m3

（27.75～517.00μg/m3）
— —

三氯乙烯 8 0.8～2.6µg/m3 — —

四氯乙烯 8 0.26～19µg/m3 — —

p 综述我国近20年室内化学性污染研究，发现室内空气中化学性污染物浓度水平较高、呈新旧污染合并
特点。



我国室内空气污染形势严峻

生物性污染
污染严重、超标环境多种多样

Ø 细菌总数浓度水平较高：

• 均值为1000 CFU/m3

• 范围为72.5～7500 CFU/m3

Ø 多种室内环境存在超标情况：

• 住宅、教室、办公室均存在超

标情况，超标率近10%(2002版

标准限值2500 CFU/m3)

放射性污染
污染水平高于全球均值

Ø 氡浓度水平较高：

• 住宅、学校、办公室浓度均

值，均超过全球室内氡均值

39 Bq/m3

我国1980-2019年室内空气中
细菌总数的综述

我国2000-2020年室内空气中
氡的综述

                    Su et al., Indoor air 2021                                   Hou J, et al. Indoor Air,2021; Niu RP, et al. Sustain Cities Soc.,2022; 

我国室内氡浓度高于全球均值39 Bq/m3

物理性因素
不适物理性因素不容乐观

我国5个气候带室内物理因素
调查研究

Ø 夏季室内高温、高湿情况较为严重：

Ø 室内空气流速远低于标准值：

• 夏季平均空气流速0.18m/s（2002

版标准限值0.3m/s)，冬季0.03m/s

（2002版标准限值0.2m/s)



p室内污染新特征：
• 原有污染物浓度变化；

• 新污染物涌现。

p健康影响研究新证据：
• 原有污染物健康影响新证据；

• 污染物健康影响证据新发现。

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和放射性四类
19个指标

2002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颁布已近20年

20年间：污染新特征、健康新证据2002年：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福祉问题
2012-2018 

十八大报告
2013-2020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6-2030
健康中国2030规划

2021-2035
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

p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p明显改善空气质量。

p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建
设健康环境。

p实现民生福祉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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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福祉的有效手段

标准的运用效果不能局限于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和支撑
贸易便利化，还要重视低碳与环保等，充分彰显标准
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质量效益和生态效益。

p提升公共卫生健康标准化水平

《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要>》行动计划提出：

推动完善高品质生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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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项目负责人：施小明 副主任/研究员

p项目主持单位：中国CDC 环境所

p参与单位：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

国CDC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深圳

市CDC、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北京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

心、北京市CDC

修订项目团队修订项目启动

2018年11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工作第一次

全体会议，正式启动标准修订工作。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项目正式启动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是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思路



制定《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总体工作方案

建立高效协作的标准修订
工作组

p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把关

p起草技术保障组——修订标准

p秘书处——组织推进整个修订工作

系统梳理空气质量标准
相关技术资料

p国内外空气质量相关指南标准的指标及限值

p我国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p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科研成果

遵从科学循证原则，合理确定
室内空气污染物指标及要求

p基于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资料综述和

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水平调研，科学合

理确定室内空气污染物指标及要求。

加强标准质量控制，广泛征求多方
意见，规范各阶段核查工作

p多次进行专家论证

p广泛征求意见

p建立核查机制，做好阶段性质控

方案
要点



1. 建立高效协作的标准修订工作组



 建立标准修订工作组

专家咨询委员会

起草技术保障组

秘书处

北京大学-陶澍院士
阜外医院-顾东风院士
火箭军后勤科学技术研究院-侯立安院士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吴丰昌院士
清华大学-王宇教授
中国CDC-金银龙研究员

指标限值组

检验方法组

现行标准分析组

室内空气质量分析组

《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修
订
工
作
组

起草技术保障组

指标限值组



明确各组工作职责

专家咨询委员会 起草技术保障组 秘书处

p对各指标要求指导把关

p对指标检测方法指导把关

p编写各指标支撑文件

p修订标准文本

p撰写编制说明

p沟通各工作组，推进工作

p汇总资料，组织会议

p协助各级标准处，上报标

准文本及配套文件



2. 系统梳理国内外空气质量标准相关技术资料



国家&机构 主要标准名称（发布时间）

WHO
《 Air quality guidelines for Europe》(2000）
《WHO guidelines for indoor air quality》（2010）
《 Air quality guidelines》（2021）

ISO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2017）

IARC 2014年发布三氯乙烯（TCE）致癌风险评估的报告（2014）

欧盟 《空气质量标准》（2015）

美国

《国家空气质量标准》(2012)
2016年12月EPA对包括TCE的10种化学物质开展风险评估（2016）
三氯乙烯毒性特征报告（2019）
《室内空气质量通风标准》（2019）

加拿大 《住宅室内空气质量暴露指南》（1989）

澳大利亚 《空气污染物国家标准》（2005）

印度 《空气质量标准》（2009）

新加坡 《2020空气质量目标》（2010）

日本 《室内空气质量指南》（2003）

香港
《 办公室及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管理指引》(2003）
《办公室及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管理指引》（2019）

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室内外空气质量标准



我国相关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及指南

年份 主要标准名称
1988/1996 GB 9663~9673《旅店卫生标准》等

1996 GB 16153-1996《饭馆（餐馆）卫生标准》

2002 G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2011 GB/T 27630—2011《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

2012
GB 50736—2012《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18205—2012《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2017 T/CAQI 27—2017《中小学教室空气质量规范》

2018 JGJ/T 436—2018《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2019

GB/T 50378—2019《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JGJ/T 461—2019《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
GB 37488-2019《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香港《办公室及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管理指引》

2020 GB 50325-2020《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我国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典型城乡室内环境健康影响调查数据 全国公共场所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数据

p 监测时间：2017年至今

p 监测点位：我国15 个地市的城乡居民日

常生活居室共计1143户，包括：城市797
户，乡村346户。

p 监测指标：温度、湿度、PM2.5、PM10 、
CO2 、CO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NO2、菌落总数、真菌总数等

点位分布图 & 调查地市城市和乡村调查家庭住宅类型 点位分布图 & 逐年调查人数及机构

p 监测时间：2016年至今

p 监测点位：共调查场所1.5万余家，监测

各类因素220万项，调查从业人员达16万
人次

p 监测指标：温度、湿度、PM2.5、PM10、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CO、

CO2、菌落总数、真菌总数等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成果

指标分类 指标 支撑材料主要内容

物理指标

温度、湿度
我国多地区、不同季节的温度、湿度、新风量和空气流速的
情况，以及室内各物理指标的健康影响。

新风量

空气流速（风速）

化学性指标

臭氧（O3）
流行病学研究17篇，O3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急性影响
和慢性影响；动物实验11篇，O3对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
皮肤等影响。

二氧化氮（NO2）
临床研究14篇，NO2对呼吸系统的健康影响；流行病学研究
23篇，NO2水平与呼吸系统健康关系；动物实验26篇，NO2对
肺部、气道炎症、机体防御等影响。

二氧化硫（SO2）

流行病学研究15，SO2暴露与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神经系
统症状、癌症死亡率等的关系；人群暴露仓实验研究29篇，
SO2暴露与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的关系；动物实验14篇，
SO2对呼吸系统、皮肤、生殖系统等影响。

二氧化碳（CO2） 除个别高浓度引发窒息死亡的事故类病历外，罕有直接关于
室内二氧化碳的流行病学研究。

针对各类指标，梳理了近30年在流行病学、毒理学等方面文献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成果

指标分类 指标 支撑材料主要内容

化学性指标

一氧化碳（CO）
人体资料33篇，CO暴露很可能导致出生体重较轻、先天性缺陷、
死亡率、心血管入院、充血性心力衰竭、中风、哮喘、结核病、
肺炎等的发病率有所上升。

苯、甲苯、二甲苯
人体资料15篇，苯、甲苯、二甲苯暴露对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
生殖和发育等的影响；动物实验14篇，苯、甲苯、二甲苯暴露
对生殖、发育、呼吸、皮肤等的影响。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流行病学研究14篇，TVOC暴露对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免疫
体统和心血管系统等影响；动物实验8篇，TVOC暴露对呼吸系
统、神经系统、消化体统和生殖系统等影响。

三氯乙烯（C2HCL3）
人体资料17篇，C2HCL3暴露对皮肤、内脏和神经、发育和致癌
性等的影响；动物实验9篇，C2HCL3暴露对免疫、发育和致癌
性等的影响。

四氯乙烯（C2CL4）
人体资料74篇，C2CL4暴露对呼吸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
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等的影响；动物实验10篇，C2HCL3暴露对
免疫、神经、发育和生殖等的影响。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成果

指标分类 指标 支撑材料主要内容

化学性指标

甲醛（HCHO）
人体资料15篇，HCHO暴露对免疫、生殖发育、血液循环、
皮肤存在危害影响。；动物实验15篇，HCHO暴露对免疫、
生殖发育、血液循环、皮肤存在危害影响。

氨（NH3）
人体资料15篇，NH3暴露对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生殖和发
育等的影响；动物实验14篇，NH3暴露对生殖、发育、呼吸、
皮肤等的影响。

苯并[a]芘（BaP）
人体资料16篇，BaP暴露对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
统等影响；动物实验17篇，BaP暴露对皮肤、骨髓、炎症、
内分泌和生殖等影响。

可吸入颗粒物（PM10）
人体资料22篇，PM10暴露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
统、生殖发育系统等的影响；动物实验10篇，PM10暴露对呼
吸系统、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的影响。

细颗粒物（PM2.5）
人体资料39篇，PM2.5暴露对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生殖
系统、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等的影响；动物实验11篇，PM2.5
暴露对心血管、神经、发育和生殖等的影响。



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科研成果

指标分类 指标 支撑材料主要内容

生物性指标 细菌总数
细菌总数越高，存在致病性微生物（细菌、真菌、病毒）和
真菌孢子、放线菌孢子、尘螨等常见过敏源的可能性越高，
越易引起呼吸系统疾病或哮喘等变态反应性疾病。

放射性指标 氡（222Rn）
人体资料12篇，222Rn暴露对其衰变产物可进入骨髓组织造
成造血细胞的损伤，此外，222Rn暴露对肺癌发病风险相关；
动物实验8篇，222Rn暴露与致癌、遗传损伤、细胞毒性相关。



3. 遵从科学循证原则，合理确定室内空气污染物

指标及要求



指标增补的修订思路

室
内
空
气
污
染
物
指
标

国内外权威机构广泛关注

健康危害证据确凿

在我国存在明确的室内来源

在我国存在健康风险

确定将细颗粒物、三

氯乙烯和四氯乙烯作

为新增指标纳入标准。



指标增补——细颗粒物
已有相关标准

流行病学证据明确

在我国有健康风险

EPA 2019年发布《integrated Science 
Assessment for Particulate Matter》对
通过文献回顾等，评估了PM对死亡率、
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神经系统
和癌症健康效应的因果关系

室内来源明确



指标增补——三氯乙烯
已有相关标准 流行病学证据明确

室内来源明确

在我国有健康风险



指标增补——四氯乙烯
已有相关标准 流行病学证据明确

室内来源明确 在我国有健康风险



指标要求确定的修订思路

室
内
空
气
污
染
物
指
标

具有确定可用
于风险评估的
毒理学数据

风险评估

采标

是

否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考虑可实施性，以
短期指标限值为主

反推指标限值

参考已有限值

p 确定3项新增指标的
指标要求。
细颗粒物、三氯乙烯和
四氯乙烯。

p 收紧7项原有指标的
指标要求。
二氧化氮、二氧化碳、苯、
甲醛、可吸入颗粒物、细
菌总数和氡。



确定新增指标要求-三氯乙烯

确定平均时间 反推浓度限值 寻找推算依据 确定推算原则

研究三氯乙烯日均或
8小时浓度限值

使用急性健康影响的
流行病学证据进行非
致癌风险反推

非致癌风险（吸入）

暴露时间，以20h/d计算

基于急性非致癌效
应浓度限值：24h均
值2.4  µg/m3

WHO《Air quality
Guidelines for
 E u r o p e  》 S e c o n d 
Edition(2000)
短时间峰浓度重复暴露，
尽管在均值上与长时间
平均浓度相同，但是危
害是不同的。因此不允
许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替
代。
当采样和检测无法实施
限值的时候，也可以进
行妥协（推算）。

WHO依据暴露量等
效原则，在不同暴露
时间的浓度限值之间
进行转换计算

暴露量等效原则，
8 h浓度6µg/m3

p基于风险评估反推指标限值方法，确定新增三氯乙烯的指标要求，为8小时平均浓

度0.006 mg/m3。

可利用日均值推算8
小时浓度

暴露
时间

H
Q

暴露浓度
限值

（μg/m3）

日值 1 日均2.4



确定新增指标要求-四氯乙烯

确定平均时间 反推浓度限值 寻找推算依据 确定推算原则

研究四氯乙烯日均
或8小时浓度限值

四氯乙烯健康风险
浓度限值使用非致
癌风险反推

非致癌风险（吸入）

暴露
时间

H
Q

暴露浓度
限值

（μg/m3）

日值 1 日均48.8

暴露时间，以20h/d计算

基于急性非致癌效
应浓度限值：24h均
值48.8  µg/m3

WHO《Air quality
Guidelines for
 Europe 》Second 
Edition(2000)

短时间峰浓度重复
暴露，尽管在均值
上与长时间平均浓
度相同，但是危害
是不同的。因此不
允许长期和短期的
直接替代。
当采样和检测无法
实施限值的时候，
也 可 以 进 行 妥 协
（推算）。

WHO依据暴露量等
效原则，在不同暴露
时间的浓度限值之间
进行转换计算

暴露量等效原则，
8 h浓度122 µg/m3

p基于风险评估反推指标限值方法，确定新增四氯乙烯的指标要求，为8小时平均浓度

0.12 mg/m3。



基于采标确定指标要求-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和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的指
标要求，从24小时
平均浓度0.15mg/m3

收紧为0.10 mg/m3。

细颗粒物（新增）
的指标要求，为24
小时平均浓度0.05 
mg/m3。

WHO空气质量导则（2010版/2021版）第2阶段性过渡目标

二氧化氮的指标要
求，从1小时平均
浓度0.24mg/m3收
紧为0.20mg/m3。

WHO室内空气质量导则1小时均值NO2国际组织及国家标准
组织/国家 限值规定

法国、荷兰
年平均：40 µg/m3

1小时平均：200 µg/m3

德国
7天平均：60 µg/m3
30 min平均：350  µg/m3

英国
年平均：40 µg/m3

1小时平均：300 µg/m3

挪威
24小时平均：100 µg/m3

1小时平均：200 µg/m3

美国职业安全与
健康管理局

最高值不得超过5 ppm（9 mg/m3）

美国环境保护署 学校室内24小时平均：0.1mg/m3



4. 加强标准质量控制，广泛征求多方意见，

规范各阶段核查工作



广泛征求多方意见

p召开多次专家咨询会议，对室内
污染物指标增补及指标要求进行
研讨。

专家研讨会会议纪要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处理表

p邮件、发函、国标网挂网征集
意见，共收集26家高校、科研单
位、企业等，共计341条意见。



规范各阶段标准核查工作

p在《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初稿完成、专家评议、标委会审查、送卫健委法规司、送

国标委等阶段，均制定规范的文本核查流程，有针对性的完成核查工作。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改情况说明&修改单-送国标委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改情况说明&修改单-送卫健委法规司



三、《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介绍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现已正式发布并实施

p GB/T 18883-202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于

2022年7月11日发布，2023年2月1日正式实施。

p该标准包括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及放射性

指标共计22项。

p该标准附录为各指标配套的检验方法。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组
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
所

施小明、徐东群、李湉湉、朱英、程义斌、王先良、
王秦、唐宋、赵峰等

复旦大学 阚海东

清华大学 张寅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孙全富、武云云、宋延超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夏俊杰、余淑苑、刘宁

北京科技大学 段小丽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王宗爽、白志鹏

北京大学 郭新彪

首都医科大学 孙志伟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黄进

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 张烃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陶晶、张永、张锐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构架

范围

术语和定义

室内空气质量指标
测定与评价

规范性引用文件

室内空气质量要求

附 录 A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指 标 检 测 技 术 导 则
附 录 B 甲 醛 的 测 定
附 录 C 苯 、 甲 苯 、 二 甲 苯 的 测 定
附 录 D 总 挥 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 T V O C ） 的 测 定
附 录 E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上 苯 并 [ a ] 芘 的 测 定
附 录 F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和 细 颗 粒 物 的 测 定
附 录 G 细 菌 总 数 的 测 定
附 录 H 氡 的 测 定

一

三

五

四

二

附录



与2002版相比，2022年《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主要变化

新增3项指标及要求

• 细颗粒物

• 三氯乙烯

• 四氯乙烯

修改7项指标要求

• 二氧化氮

• 二氧化碳

• 甲醛

• 苯
• 可吸入颗粒物

• 细菌总数

• 氡

修订3项术语与定义

• 室内空气质量
指标

• 可吸入颗粒物

• 总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

新增4项术语与定义

• 细颗粒物

• 1小时平均

• 8小时平均

• 24小时平均

p与2022版标准相比，此次修订加严了对室内空气质量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2022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术语与定义

目录

p 室内空气质量指标　indoor air quality indicator；

p 可吸入颗粒物　inhalable particulate matter；PM10；

p 细颗粒物　fine particulate matter；PM2.5；

p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p 1小时平均　1-hour average；

p 8小时平均　8-hour average；

p 24小时平均　24-hour average；



2022版标准室内空气质量要求-物理性指标

指标分类 指标 原限值 现指标要求

物理指标

温度
夏季空调使用时22~28℃；
冬季采暖时16~24℃

夏季  22~28℃；
冬季  16~24℃

相对湿度
夏季空调使用时40~80%；
冬季采暖时30~60%

夏季  40~80%；
冬季  30~60%

风速
夏季空调使用时0.3 m/s；
冬季采暖时0.2 m/s

夏季  0.3 m/s；
冬季  0.2 m/s

新风量 30 m3/（h·人） 30 m3/（h·人）



2022版标准室内空气质量要求-化学性指标

指标分类 指标 原限值 现指标要求

化学性指标

臭氧 1小时浓度均值为0.16 mg/m3 沿用1小时均值0.16 mg/m3

二氧化氮 1小时浓度均值为0.24 mg/m3 调整1小时浓度限值为0.20 mg/m3

二氧化硫 1小时浓度均值0.50 mg/m3 沿用1小时浓度限值为0.50 mg/m3

二氧化碳 日均浓度0.10% 调整1小时均值≤1000 ppm（0.10%）

一氧化碳 1小时浓度均值为10 mg/m3 沿用1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10 mg/m3

甲醛 1小时浓度均值0.10 mg/m3 调整1小时浓度限值0.08mg/m3

氨 1小时浓度均值0.20 mg/m3 沿用1小时均值0.20 mg/m3

苯 1小时浓度均值为0.11 mg/m3 调整1小时标准均值为0.03 mg/m3

甲苯 1小时浓度均值为0.20 mg/m3 沿用1小时浓度限值为0.20 mg/m3

二甲苯 1小时浓度均值为0.20 mg/m3 沿用1小时标准均值为0.20 mg/m3

TVOC 8小时浓度限值 0.60 mg/m3 沿用1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0.60 mg/m3

苯并[a]芘 日均浓度1.0 ng/m3 沿用24均浓度限值1.0 ng/m3

PM10 日均浓度为0.15 mg/m3 调整24平均值为0.10 mg/m3

PM2.5 无 新增24平均浓度限值为0.05 mg/m3

三氯乙烯 无 新增8小时均值0.006 mg/m3

四氯乙烯 无 新增8小时均值0.12 mg/m3



2022版标准室内空气质量要求-生物性&放射性指标

指标分类 指标 原限值 现指标要求

生物性指标 细菌总数 菌落总数2500 cfu/m3 调整细菌总数限值1500 CFU/m3

放射性指标 氡
年平均浓度400 Bq/m3

（行动水平）
调整为年平均浓度限值300 Bq/m3

（参考水平）



四、《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实施建议



p 调查时间：2018~2019年

p 调查点位：我国不同气候带中的15个城市

p 调查家庭：1143户，其中城市797户（楼房占比

95.73%），乡村346户（平房占比55.04%）

p 调查指标：共15项指标

Ø 室内小气候（4个）：温度、湿度、噪声、照度

Ø 化学性因素（9个）：PM2.5、PM10 、CO2 、CO 、NO2、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Ø 生物性因素（2个）：菌落总数、真菌总数

p基于典型城乡室内环境健康影响调查数据，评估2022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超标

率情况。

2022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超标率评估

调查数据基本信息

点位分布图 



调查内容

指标
GB/T 18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指标要求 超标例数 超标率(%)

温度(℃) 22-28（夏）
16-24（冬） 1091 38.17

湿度(%) 40-80（夏）
30-60（冬） 631 22.08

PM2.5(µg/m3) 50 1401 49.02

PM10(µg/m3) 100 882 30.86

CO(mg/m3) 10 4 0.14

CO2(%) 0.1 693 24.25
NO2(mg/m3) 0.2 140 5.06

甲醛(mg/m3) 0.08 332 12.00

苯(mg/m3) 0.03 21 0.74

甲苯(mg/m3) 0.2 18 0.63

二甲苯(mg/m3) 0.2 14 0.49

菌落总数(cfu/m3) 1500 414 14.96

2022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超标率评估



卫生和社会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教育 教育部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制造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建筑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房地产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部

住宿和餐饮业 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

文化、体育和娱乐也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交通运输部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生态环境部等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实施难度大，需多方合作

主管部门

GB/T 4754-202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表》

适用场所

• 住宅 

• 办公场所

• 学校

• 餐厅

• 宾馆

• 电影院

• 体育场

• 地铁站

• …… 

涉及行业

管理
与
监督

重
点
监
测

技术
服务

人群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宣贯形式及载体

宣贯形式 宣贯载体

培
训

科
普

试
点

报
告

发
布
会

继
续
教
育

知
识
竞
赛

宣
传
活
动

公
众
号

微
博

宣
传
片

教
材

电
视
台

报
纸

期
刊
杂
志

宣
传
册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宣贯内容

面向专业
科研人员

面向专业
技术人员

面向
公众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解读专刊

拟撰写文章：9篇

投稿期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研究书稿

拟撰写章数：8章

投稿期刊：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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