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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涉及的指标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
的污染物

1.第一法采用分光光度法

臭氧、二氧化氮、二
氧化硫、氨

2. 采用直读仪器法

二氧化碳、一氧化
碳

二、检测方法
部分引用其他
标准的污染物

甲醛

三、检测方法
由本标准规定

的污染物

B[a]P、PM2.5、
PM1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1.臭氧

HJ 504　环境空气  臭氧测
定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HJ 590　环境空气  臭氧测
定  紫外光度法



测定要点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靛蓝二磺酸钠分
光光度法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测定要点
l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l紫外光度法

为直读法，监测至少45min，推荐监测
间隔10min-15min，结果以时间加权平
均值表示

推荐采样流量为0.4L/min，采样体
积应不小于20L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2. 二氧化氮

GB/T 12372　居住区大
气中的二氧化氮检验标准
方法  改进的Saltzman法

GB/T 15435　环境空气  
二氧化氮的测定  

Saltzman法

HJ/T 167-2004 室内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化学发光法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测定要点



测定要点



测定要点
化学发光法
为直读法，监测至少45min，推荐监测间
隔10min~15min，结果以时间加权平均
值表示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l改进的Saltzman法
l Saltzaman法
连续采样至少45min，推荐采样流量0.4L/min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3. 二氧化硫 

GB/T 16128　居住区
大气中二氧化硫卫生检
验标准方法  甲醛溶液
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
分光光度法



普通型多孔玻板吸收管，以0.5 L/min流量，采45-60 min

测定要点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4. 氨

GB/T18204.2 公共场所卫
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
污染物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HJ 533  环境空气和
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 1466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测定要点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l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推荐采样流量为
0.4L/min，采气
20L

l 纳氏试剂法 l 离子选择电极法
推荐采样流量为
0.5L/min

以0.5～1 L/min的流
量采集，采气至少45 
min



不分光红外气体分析法的原理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工作原理是基于某些气体对红外线的选择性吸收。

    利用朗伯-比尔吸收定律，当红外光通过待测气体时，这些气体分子对特定波长的红外光有

吸收，光的强度的降低与分子的数量成比例，因此，气体的浓度就可以确定。

• CO2、CO适用于采用不分光红外气体分析法(常用的波长范围2~12μm)：

① 波长范围合适    

② 在空气中的浓度相对较高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5.二氧化碳

6.一氧化碳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
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
染物



测定要点
监测至少45min，推荐监测间隔10min～15min，结果均以时间加权
平均值表示。

一、检测方法直接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二氧化碳 一
氧
化
碳



l 一氧化碳

l 二氧化碳



附录B 甲醛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甲醛，又称蚁醛，是无色、具有刺激性的气体，室内的甲醛来源于人造板材、

墙布、墙纸、化纤地毯、油漆和涂料等。

    甲醛的毒性反应有四种类型:皮肤粘膜刺激、免疫学上的中度过敏、遗传毒性、

致突变致癌性。室内空气中甲醛对人体的影响一般被认为仅限于接触部位，特别是

眼睛、鼻腔和上呼吸道，其急性症状主要是眼睛和上呼吸道刺激，不同浓度下出现

流泪、打喷嚏、咳嗽、恶心、呼吸困难甚至死亡。甲醛长期暴露的主要问题是过敏

和癌症。

    甲醛被 US EPA 基于有限的人体数据和充足的动物实验认为是可能的人类致癌

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在职业暴露研究的基础上，将甲醛列为 Ⅰ 类致

癌物。

二、检测方法部分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01

基本情况 



测定方法 修订内容 备注

AHMT分光光度法 GB/T16129  保留并更
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第一法

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18204.2  保留并
更新为现行有效版本

第二法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删除

气相色谱法 删除

高效液相色谱法 附录B  新增 所参照的 HJ 683 是针
对酮醛类物质，本法只
将甲醛的检验方法以完
整方法形式纳入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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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内容

附录B  甲醛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二、检测方法部分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二、检测方法部分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7.甲醛

GB/T 16129　居住区大气中甲醛卫
生检验标准方法  AHMT分光光度法

GB/T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
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酚试剂
分光光度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18883-2022  附
录B）



• 臭氧易与衍生剂DNPH及衍生后的甲醛腙发生反应，影响

测量结果，应在采样管前串联臭氧去除柱，消除干扰；

• 采样前应校准流量；

• 乙腈洗脱采样管时流向应与采样时气流方向相反。

• 计算甲醛浓度时无须扣除空白，但需要严格按照“质量控

制”的内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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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点

二、检测方法部分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附录B  甲醛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 采样结束后使用密封帽将采样管应两端管口封

闭，避光，低温(<4℃）保存与运输；

• 样品如果不能及时分析，应保存于低温(<4℃)

下，时间不超过30天；

• 过滤后的洗脱液如不能及时分析，可在<4℃条

件下避光保存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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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二、检测方法部分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附录B  甲醛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二、检测方法部分引用其他标准的污染物

l AHMT分光光度法

以约0.4L/min流量采
集45min，采气约
20L

l  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以约0.2L/min流量采集
45min，采气约10L

l 高效液相色谱法

采样流量1.0L/min，连续
采样时间至少45min



附录E 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苯并芘在环境中存在广泛，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工业生产和生

活过程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燃料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废气，包括汽车尾

气、橡胶生产以及吸烟产生的烟气等; 二是食物在熏制、烘烤和煎炸过程

中，脂肪、胆固醇、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在高温条件下会发生热裂解反

应，尤其是当食品在烟熏和烘烤过程中发生焦糊现象时，苯并芘的生成量

将会比普通食物增加10～20倍。

    苯并[a]芘对人类和动物来说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最初发现其可导

致皮肤癌，后经深入研究发现对机体各脏器如肺、肝、食道、胃肠等均可

致癌。苯并[a]芘是最早发现的致癌物质，目前为 Ⅰ 类致癌物。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01

基本情况 



国际上主要的测定方法 内容

 ISO 16362 《环境空气中多
环芳烃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采用了不同流量的采样泵进行空气中颗粒物的采样，
索氏提取、快速溶剂萃取、超声波提取等进行样品
前处理，利用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器或紫外检测
器分析

 DIN EN 15549 2008-06
《环境空气中苯并[a]芘浓度测
定的标准方法》

将采集到可吸入颗粒物上的苯并[a]芘采用索氏提取、
快速溶剂萃取、超声波提取和微波提取等方式提取
后，通过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器或气相色谱质谱
分离检测，采样体积要求达到 100 m3 ，不适用于
室内空气的采样

NIOSH 5506《高效液相色谱
法测定多环芳烃》

适用范围为职业场所，空气中苯并[a]芘的含量较低，
直接利用NIOSH 5506 方法无法在室内空气中采集
到足量的苯并[a]芘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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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进展 

附录E 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我国主要的测定方法 内容

 HJ 647-2013  环境空
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
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
液相色谱法

采用大流量或者中流量采样器，采集气相及颗粒相中的PAHS，
以1+9（v/v）乙醚/正己烷提取液采用索氏提取法提取，浓
缩、净化后以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HJ 646-2013 环境空
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
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
色谱-质谱法

采用大流量或者中流量采样器，采集气相及颗粒相中的PAHS，
以1+9（v/v）乙醚/正己烷提取液采用索氏提取法提取，浓
缩、净化后以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

HJ 956-2018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
相色谱法（代替 GB/T 
15439-1995）

适用于环境空气中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颗粒物中苯并 [a] 
芘的测定，采用不同采样器流量（大、中、小）和不同滤膜
前处理方法（超声、索氏提取、自动索氏提取、加压流体萃
取，萃取液均采用二氯甲烷），但其应用于室内空气过于宽
泛，且部分方法特性指标不能满足室内空气监测要求

02

检测进展 

附录E 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原标准（HJ956-2018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中的

检验方法为高效液相色谱法，该标准适用于环境空气中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

颗粒物（PM2.5、PM10、TSP等）中苯并[a]芘的测定，提出不同采样器流量（

大、中、小）和不同滤膜前处理方法（超声、索氏提取等），应用于室内空气

过于宽泛，且部分方法特性指标不能满足室内空气监测要求根据室内空气采样

的特点，采用了10L/min的小流量采样器，符合关闭门窗后室内空气体积有限

的特点，且有效降低了采样噪声，避免了采样过程对室内环境产生过大的影响

，使采样更具可操作性。

03

修订内容

附录E 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 1. 采样前对滤膜进行相应处理，采样安装滤膜时注意毛

面向上；

• 2. 如采用氮吹仪进行萃取液浓缩，注意控制氮气的流速

及温度；

• 3.充分转移萃取液；

• 4. 如未经净化步骤，推荐手工积分计算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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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点

附录E 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 1. 采样泵流量：10L/min,流量误差≤2%；
• 2. 样品避光运输，运输过程温度过高（如超过30 ℃）时，建议采取加

冰袋等适当的降温措施；
• 3. 样品在4 ℃密封避光保存时，于7 d内完成苯并[a]芘提取；在-15 ℃

以下密封避光保存时，于30 d内完成苯并[a]芘提取；
• 4. 浓度计算时采用工况体积；
• 5. 每次测定前对标准系列的中间点进行测试，偏离的相对偏差的绝对值

应≤10％；
• 6. 每次测定时需有平行样、现场空白、实验室空白、试剂空白等质控手

段。

05

注意事项

附录E 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的测定-液相色谱法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可吸入颗粒物中苯并[a]芘的采样及样品前处理设备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可吸入颗粒物的短期暴露会危害人

体健康。细颗粒物的暴露同样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健康效应。

    近年来，我国流行病学的研究证据不断涌现，如中国老年

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

险预测项目、中国男性队列的研究获得的 PM2.5 长期暴露与

死亡的-反应关系曲线，均可证实长期 PM2.5 暴露对我国人群

的健康影响。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附录F 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的测定

01

基本情况 



02

检测进展

附录F  PM10 和PM2.5 的测定

目前的测定方法主要为
滤膜称重法、微量震荡
天平法、β射线法和光
散法等，其中，滤膜称
重法被认为是测定颗粒
物质量浓度的参比方法
（基准方法），准确度
高，是目前国内外应用
最为广泛的测定方法。

美国 EPA 标准《大气细颗粒物 PM 
2.5 测定参比方法》和《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参比方法和等效方法》、欧洲标
准 EN 14907:2005 《环境空气质量 
悬浮颗粒物中 PM2.5 质量浓度的标准
称重测量法》、EN 12341:2014《
环境空气 悬浮颗粒物中 PM 10 或 
PM 2.5 质量浓度测定的标准称重测量
法》均规定采用重量法进行颗粒物（
PM10 和 PM2.5 ）的测定。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附录F  PM10 和PM2.5 的测定

    原标准（HJ 618-2011  环境空气 PM10 和 PM2.5 的测

定 重量法）中使用的 PM 10 切割器，采样流量为 

13L/min ，目前市场上已无同类型产品，考虑室内采样的

噪声等实际情况，本次修订推荐采样器流量为一合理范围

值（＜ 30L/min ），且要与 PM10 /PM2.5 切割器相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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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内容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附录F  PM10 和PM2.5 的测定

• 采样器每次使用前需进行流量校准

• 采样时，将已称量的滤膜用镊子放入洁净采样夹内的滤网上，滤

膜毛面应朝进气方向。将滤膜牢固压紧至不漏气

• 采样前、称量前在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平衡滤膜24小时

• 滤膜称量前均需进行完整性检查并消除静电影响

• 制作标准滤膜并在每次称量样品时使用，标准滤膜称出的质量与

原始质量之差在±0.05 mg或±0.005 mg（天平标定分度分别

为0.01 mg或0.001 mg）范围内

04

技术要点及
质量控制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附录F  PM10 和PM2.5 的测定

• 需经常检查采样头是否漏气，如采样后滤膜上颗粒物与四周白边
之间界限应清晰，如界线模糊，则应更换滤膜密封垫

• 当PM10或PM2.5含量很低时，采样时间不能过短。对于标定分
度为0.01 mg和0.001 mg的分析天平，滤膜上颗粒物负载量应
分别大于0.1 mg和0.01 mg，以减少称量误差采样前后，滤膜
称量应使用同一台分析天平

• 滤膜称量在相同条件下称量2次，2次称量的质量差应小于
0.01mg(标定分度值为0.01mg或者0.015（标定分度值为
0.00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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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及
质量控制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PM10 和PM2.5 测定使用的部分设备

三、检测方法由本标准规定的污染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