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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室内空气污染物的种类、来源和危害，对当前国内外主要的空气净化方法及其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进而对家庭室内空气净化提出了可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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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室

内空气污染直接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严重影响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且影响持久，危害深远，
因此室内空气污染问题不但引起了政府职能部门

的重视， 也受到社会群体和人民大众的广泛关注。
本文从室内污染物的种类、危害、来源及对室内污

染物的治理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1 室内污染物的种类、危害及来源
1．1 室内空气中的甲醛

甲醛是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有毒、挥发

性气体，易溶于水、乙醇和醚。 当室内甲醛的浓度为

0.06~0.07mg/m3 时，可使儿童发生气喘病，当其浓度

在 0.12~1.2mg/m3 时，人便会感知异味和不适感。 其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引起咽部和上呼 吸

道损伤及嗅觉、肝功能、肺功能、免疫功能等异常，
严重时引起鼻癌，可引起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白血

病，青少年智力下降等。 室内空气中的甲醛是家装

第一号杀手，是高毒、高致癌物质，在我国列居毒性

物质控制的第二位。
室内空气中的甲醛主要 来源于室内 装修用的

各种纤维板、 中密度板、 刨花板、 胶合板等人造

板，新 款 家 具，装 饰 及 生 活 物 品 等 化 工 产 品；其 次

也可来自于室外的工业废气、 光化学烟雾、 汽车

尾气等。

1．2 室内空气中的氨

氨是一种无色具有强烈 恶臭味的刺 激性挥发

气体，易溶于水、乙醇和乙醚。 氨气可通过皮肤及呼

吸道进入人体而引起中毒，对眼、喉、上呼吸道作用

快、刺 激 性 强，长 期 接 触 低 浓 度 的 氨 ，可 引 起 喉 炎

等，进而可引起肺水肿。
室内空气中的氨主要来源于建筑施工中使用的

阻燃剂、混凝土外加剂、高碱混凝土膨胀剂和含尿素

的混凝土防冻剂， 家具涂饰时所用的增白剂和添加

剂等。

1．3 室内空气中的苯

苯在常温下 是一种无色 有芳香气味 的 透 明 液

体，微溶于水。 易燃、易挥发，蒸汽有爆炸性。 苯属于

中等中毒性物质， 对皮肤、 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

用。 长期吸入后会破坏人体造血机能、 中枢神经系

统和循环系统，可引起过敏性皮炎、支气管炎、再生

障碍性贫血，引发肝、肾和脑细胞的退化和坏死，进

而诱发白血病。
苯主要来源于建筑装饰材料中含苯溶剂型的油

漆、防水剂、稀释剂、着色剂、催干剂、固化剂、涂料、
树脂等装饰材料等。

1．4 室内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是指在常温常压

下，任何液体或固体自然挥发出来的有机化合物。主

要成份有：烃类、苯系物、有机氯化物、有机酮、胺、
醇、醚、酯、酸等。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有毒性、刺激

性、致癌性和特殊的气味，会影响皮肤和黏膜，引起

机体免疫水平失调，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功

能，严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来源于漆布、 尼龙地

毯、PVC 地板、乙烯地板、橡胶等地板材料，油漆、涂

料和胶黏剂等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各种家用化学品

及吸烟等个人活动。

1．5 室内空气中的氡

氡是一种放射性的无色无味的惰性气体，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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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的感官直接感觉，但可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
氡及其子体对人体的损害是引起癌症的原因之一。
空气中的氡含量超标，会引起肺癌、白血病、肝癌等

病。 被认为是除吸烟外导致肺癌的第二大杀手。
室内空气中的氡来源于土壤、岩石中铀、钍、镭

的衰变及花岗岩、铝矾石、煤矸石、粉煤灰、水泥、陶

瓷、建筑水泥和装饰石材等。

2 室内污染物的治理

2．1 选择合适的室内装修材料

在装修施工时，选择污染少、安全环保，对人体

健康危害小的建筑装修材料。 尽量不选用人工合成

板材，如纤维板、胶合板等。 可以选购或订购成品的

门、窗、柜等以减少油漆的挥发污染。 涂料选择不含

苯等的低毒性水性涂料和油漆。 这种方法是从源头

降低室内污染方法。

2．2 加强室内通风

室内通风 [1]是以一定的方式将室外洁净空气送

入室内，用来稀释室内污染物气体的浓度，并且调

节室内温湿度， 将室内污染物排到室外的方法，是

控制各种室内污染物简易、经济的方法之一。 新装

修的居室不能立即入住、 要坚持每天通风 1~2h，3
个月以后入住，入住后每 天换气 15min 以上，写字

楼、百货商场等公共场所尤其要注意增加空气的交

换量。 经常能够开窗通风，能够增加室内新风量，有

利于室内材料中污染物的散发和排放，能有效降低

室内污染物浓度。 这种方法最经济有效，但实际生

活中因降温和采暖的需要不易做到。

2．3 控制室内温湿度

室 内 污 染 物 的 释 放 与 室 内 温 湿 度 有 关 ，温 度

越高，湿度越大，室内污染物的释放也越大。 因此，
可在刚装修好的房子里用烘烤或加湿、放置清水、
增加拖地次数的方法促进有害污染物的释放。 反

之， 降低室内温湿度可有效减少室内污染物的 释

放。 这种方法经济实用， 但不能彻底的治理室 内

污染物。

2．4 植物净化

植物净化是在室内放置，如绿萝、仙人球、吊兰

等室内观赏叶植物来吸收有毒有害气体，既可美化

环境又可净化室内空气。 此法虽然能降低室内污染

物浓度，但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尤其在室内污染物

释放初期，还需采用室内污染物治理技术。

2．5 使用室内污染物治理技术

2．5．1 物理吸附

物理吸附就是用活性炭、硅胶、沸石、多孔粘土

矿石或分子筛等比表面积大且具有更 快的吸脱附

速率的吸附剂，将室内有害污染物通过物理吸附作

用而去除的方法，属于转移法。 如市场上的吸附剂

加吸排风机的吸附式空气净化器、多孔载体浸渍活

性化学试剂加吸排风机的化学反应 式空气净化 器

等。 此法的优点是经济、操作简便，在污染物浓度低

的情况下有效，但此法中吸附剂受吸附容量和可逆

性的限制有吸附剂易饱和、使用寿命短、需经常活化

或调换等缺点，且在室内温度变化时已吸附的污染

物会再次释放出来，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2．5．2 化学净化

化学净化法是利用室内污染物的化学性质，通

过加成、氧化反应、络合反应等对室内污染物进行

破坏降解，将挥发性化学污染物转化为无毒的或低

毒的气体或固体，从而达到消除室内污染物气体的

作用。 如市场上的用能与室内污染物发生反应的化

学试剂的溶液制成的喷雾剂等。 此法有一定的净化

效果，但易使室内物品潮湿腐蚀。

2．5．3 空气负离子净化

空气负离子净化 [2]是室内空气经过滤或超滤后

被吸入到高压电场，经极化产生负离子和臭氧，负离

子来中和带正电的灰尘颗粒，臭氧把空气中的甲醛、
苯等空气中有害污染物氧化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而

来净化空气。 典型产品是负离子空气清新机。 此法见

效快、无污染、不留死角，但无法去除大部分污染物。

2．5．4 光触媒净化

光触媒是一种以纳米级二氧化钛为代表的具有

光催化功能的光半导体材料的总称，是当前国际上

治理室内环境污染的最理想材料。
光触媒净化是在常温下用复合纳米材料做光催

化剂将空气中的有害污染物氧化成 无毒物质的 方

法。 其工作原理是 [3]，用复合纳米材料做光催化剂，
纳米粒子在一定波长的光线照射下，其内部由于吸

收光能而激发产生电子空穴对，即光生载流子，然后

迅速迁移到其表面并激活被吸附的氧和水分，产生

氢氧自由基，从而氧化还原光催化剂表面的各类有

害污染物。 此法能够有效的去除室内空气中的一些

有害污染物，且不产生二次污染，可长久循环使用，
是一种理想的绿色环境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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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空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热点。 缺点是对氡的污染

和一些无机气体污染物的去除效率还不够理想。

3 结语

室内空气污染物以甲醛、氨、总挥发性 有机化

合物物及苯等为主，多来源于建筑装潢材料、家电

等。 因此，为保证室内空气质量，家庭住户除了在源

头上严把装修材料关外，更应树立轻装修重装饰环

保意识， 依靠专业环境检测部门检测室内空气质

量，有针对性的采用相应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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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符合技术标准要求，如图 2 所示。

3.2 力学性能分析

改进方法前， 力学性能指标 Rm 在 510MPa 徘

徊，-20℃低温冲击值经常出现两高 一低或两 低一

高的现象，低的冲击值在 20J 左右。
从热处理后力学性能测试数据分析看出，锻件

先进行前序热处理正火+回火，对于 12Cr2Mo1 Cr-Mo
钢来说十分重要，正火+回火作为预先热处理，可以

细化组织，改善切削加工性能，消除应力[4]，使 12Cr2Mo1
钢的晶粒得到细化处理，为后序热处理机械性能强

度的提高和冲击韧性的改善创作了有利条件。 从热

处理工艺看，二次正火+回火，在 930±10℃的温度下

使 12Cr2Mo1 钢充分奥氏体化， 均温后保温时间要

保证，而且以最快的速度冷却工件，可以得到良好

的机械性能。 因此，正火温度和保温时间及水冷时

间、水槽的水温是获得良好性能数据的关键，在保

证奥氏体均匀化充分的前提下回火，将获得均匀化

的贝氏体回火组织， 这样也可以使 12Cr2Mo1 钢的

韧脆性降低，使低温冲击功达到技术要求。 人孔法

兰在进行前序正火加回火处理后， 因工件较大，在

锻造序和热处理序加热时间长， 工件表面氧化严

重，影响二次热处理效果，故在二次热处理前增加

粗加工序，然后进行调质处理，它是决定 12Cr2Mo1
钢锻件机械性能的关键工序。 在淬火时，必须对淬

火水槽中的水不断上下进行循环，水槽的水温控制

在 40℃以下冷却，保证工件在水中能够冷却提高淬

火的效果。 由测试中心的检测结果看出，屈服和抗

拉强度在 545～580MPa 之间， 冲击功在 280J 以上，
使工件的屈服抗拉强度和冲击韧性达到最佳。

4 结论

通过对 12Cr2Mo1 钢锻件成分、 组织和力学性

能的研究， 已初步掌握了提高 12Cr2Mo1 钢生产过

程的关键控制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具体如下：

1）在原材料采购时，控制化学成分。

2）在锻造序注意加热时间和温度，根据工件实

际尺寸制定不同锻造方法。

3） 锻造完成后打磨探伤， 在无明细内部缺陷

下，进行预备热处理。

4）工件进行机加工，使工件表面光滑，为 后序

二次热处理做准备。

5）二次热处理正火+回火，要控制好炉温、保温

时间。 在快速冷却时工件下水速度要快，并保证水

的温度最好在 40℃以下，已减少 F 体和 P 体析出影

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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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微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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