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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保障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和节约能源，促进先进技术应用，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

1.0.3

本标准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对象为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细颗粒物（PM2.5）。

1.0.4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室内空气质量 indoor air quality（IAQ）

用颗粒物、化学、生物等参数描述的室内空气状态。

2.0.2

可接受室内空气质量 acceptable IAQ

室内多数人（80%及以上）感到满意且已知的污染物浓度不超过法规标准规

定限值的空气状态。

2.0.3

室内空气污染物 indoor air pollutant

室内空气中的化学、物理、生物、电离及颗粒物等有害的物质。

2.0.4

污染源 pollutant source

室内释放空气污染物的材料、物品、设备、生物体、过程或活动，以及从室

外进入的污染物。

2.0.5

异味 offensive odor

物质对嗅觉的不良刺激。

2.0.6

室内空气净化 indoor air purification

对室内空气中的异味及颗粒物、化学污染物、微生物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具

有一定去除能力的过程。

2.0.7

目标污染物 target pollutant

成分构成明确的特定空气污染物。

2.0.8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根据相应标准规定的检测条件所测得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和。



2.0.9

释放率 emission rate

单位时间内单位载荷释放的污染物质量。

2.0.10

载荷 load

装饰装修材料、家具用品使用的量。

2.0.11

渗透风换气次数 infiltration ratio

单位时间通过房间围护结构无组织渗透进入的空气量与房间容积的比值。

2.0.12

换气效率 air exchange efficiency

实际通风条件下房间平均空气龄与充分混合流下的房间平均空气龄的比值。

2.0.13

穿透系数 penetration coefficient

室外空气污染物通过建筑围护结构后的浓度与室外浓度的比值。

2.0.14

空气净化设备 air cleaner

对室内空气中的颗粒物、化学污染物、微生物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具有一定

去除能力的设备。

2.0.15

洁净空气量 clean air delivery rate（CADR）

空气净化设备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针对目标污染物净化能力的

参数；表示空气净化设备提供洁净空气的速率。

2.0.16

净化能效 cleaning energy efficiency

空气净化系统在额定状态下单位功耗所产生的洁净空气量。

2.0.17

设计目标 design aims

根据需求设置的室内空气质量参数目标。

2.0.18

室外空气污染物浓度 outdoor air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在距建筑物最近的政府环境监测点的污染物浓度。

2.0.19

室内设计日浓度 indoor design 24-hour concentration

在一个自然日中实际工作时间段内，建筑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时平均浓度的算

术平均值。

2.0.20

室外计算日浓度 outdoor design 24-hour concentration

按平均不保证天数为 5d 的统计方法，由统计近 3年最不利年的环境气象资

料日浓度确定的用于室内空气质量设计的参数。

2.0.21

净化过渡时间 transient time of cleanliness



空气净化设备开始运行后，由初始浓度到室内设计日浓度所需的时间。

2.0.22

源强 source intensity

单位时间内释放污染物的质量。

2.0.23

当量穿透系数 equivalent penetration factor

多个空气净化设备串联工作时的穿透系数。

3 室内空气质量设计计算

3.1 一般规定

3.1.1

公共建筑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设计说明中应单列“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

章节，并应在设计图纸中体现保障室内空气质量的技术措施。

3.1.2

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措施优先级别应依次为源头控制、通风稀释、室内空气净

化。

3.1.3

在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中，应设置设备所需的安装、操作和维护空间

或在建筑设计时预留上述空间。

3.1.4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设计时应对施工、调适、验收及运营阶段提出要求，当设

计有特殊要求时，应在设计文件中加以说明。

3 室内空气质量设计计算

3.2 室内空气质量设计参数

3.2.1

公共建筑室内装饰装修的污染物控制应分为工程验收控制及建筑运行控制，设计

目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装饰装修工程验收为设计目标的室内化学污染物设计值应符合表

3.2.1 的规定。医院、养老院、幼儿园、学校教室等建筑应符合Ⅰ类公共建筑的

规定，其他建筑应符合Ⅱ类公共建筑的规定。

表 3.2.1 以装饰装修工程验收为设计目标的室内化学污染物设计值



注：1 当按连续通风设计时，室内化学污染物设计值应为通风系统正常稳定

运行时的 1h 平均浓度。当不按连续通风设计时，室内化学污染物设计值应为关

闭窗户 12h 后的 1h 平均浓度。

2 甲醛、苯、TVOC 分析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

控制规范》GB 50325 执行。

2 以建筑运行为设计目标的室内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 的设计值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的规定。

3.2.2

PM2.5室内设计日浓度应符合表 3.2.2 的规定。

表 3.2.2 PM2.5室内设计日浓度

3.3 室外空气质量计算参数

3.3.1

应根据统计的近三年最不利年的室外空气污染物浓度环境资料确定建筑室外计

算日浓度。当无统计数据时，PM2.5室外计算日浓度的选取可按本标准附录 A执

行。

3.3.2

室外计算日浓度宜根据距建筑物最近政府环境监测点的污染物浓度确定。当建筑

周边有厂房、锅炉房、机场等有影响的污染源时，宜根据就地调查、实测并与邻

近监测台站的环境资料比较确定，且取两者的较大值作为设计参数。

3.4 室内污染源

3.4.1

室内 PM2.5源强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Gpm——室内 PM2.5源强（μg/h）；

G pm i——室内第 i个 PM2.5发生源强（μg/h），人员 PM2.5源强应按表

3.4.1 取值；

pmi——室内第 i个 PM2.5发生源；

N pm——室内 PM2.5发生源总数。

表 3.4.1 人员 PM2.5源强



条文说明

3.4.2

室内化学污染物释放强度应对各污染物参数分别计算。各类污染物参数的释放强

度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Gcp,j——室内第 j类化学污染物释放强度（mg/h）；

E cp i , j——室内第 i个化学污染源的第 j类化学污染物的释放率

［mg/(m2·h)］，应按本标准附录 B执行；

L cp i , j——室内第 i个化学污染源的第 j类化学污染物的载荷（m2）；

j——第 j类化学污染物，如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

cpi——第 i个化学污染源，如地板、内墙涂料、油漆、家具等;

N cp——室内化学污染物发生源总数。

3.5 穿透系数与渗透风换气次数

3.5.1

围护结构的气密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

规定。对于开启频繁的外门，应设计门斗、旋转门、门帘等，或设置带有净化功

能的空气幕。对于所有缝隙和孔洞应填实、密封。

3.5.2

穿透系数和渗透风换气次数宜根据建筑位置、周边环境、围护结构、施工质量等

因素，对类似建筑抽样测试后确定。

3.5.3

当无实测参考数据时，PM2.5穿透系数可取 0.6～0.9，渗透风换气次数可取 0.1

次/h～0.6 次/h，并应通过建筑施工及建筑产品选择进行控制。建造完成后实际

渗透风换气次数不应超过设计值。

3.6 最小新风量设计计算

3.6.1

设计最小新风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Qb——设计最小新风量（m3/h）；

Q b1——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m3/(h·人)］；

P——设计人数（人）；



Q b2——按单位地板面积计所需最小新风量［m3/(h·m2)］；

A——设计房间地板面积（m2）。

3.6.2

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Qb1）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3.6.3

按单位地板面积计所需最小新风量（Qb2）应按表 3.6.3 取值。建筑污染分级应

按本标准附录 C执行。

表 3.6.3 按单位地板面积计所需最小新风量

3.6.4

设计最小新风量宜按换气效率进行修正，并宜按下式计算：

式中： Qf——修正的设计最小新风量（m3/h）；

Q b——设计最小新风量（m3/h）；

M——换气效率，按本标准附录 D执行。

3.7 室内空气质量计算方法与设计流程

3.7.1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按本标准第 3.4 节取值；

V——房间容积（m3）；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m3），按本标准第 3.2 节取值；

C 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m3），按本标准第 3.3 节取值；

α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按本标准第 3.5 节取值；

Pl——穿透系数，按本标准第 3.5 节取值；

α o——新风换气次数（次/h），按本标准第 3.6 节取值；

P eo——新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按式（3.7.2-1）计算；

α r——回风换气次数（次/h），按暖通设计获取；

P er——回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按式（3.7.2-2）计算;



α ir——空气净化器循环风换气次数（次/h），按产品铭牌、说明书或检

测报告取值；

P ir——空气净化器穿透系数；

τ——时间。

3.7.2

净化设备的当量穿透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应按下式换算:

式中：Peo——新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

η o——新风净化设备的一次净化效率；

η s——总送风净化设备的一次净化效率。

2 回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应按下式换算：

式中： Per——回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

η r——回风净化设备的一次净化效率；

η s——总送风净化设备的一次净化效率。

3.7.3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流程应按本标准附录 E执行。

3.8 设备选型

3.8.1

净化设备选型应在新风量及总送风量确定后进行。

3.8.2

当采用稳态工况时，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无新风系统时，回风净化设备与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应按下式计

算：

式中：CADRrr——无新风系统时回风净化设备与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

（m3/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3）；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m3）；

C 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m3）；

α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2 当有新风系统时，净化设备洁净空气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新风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CADRff——有新风系统时新风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m3/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3）；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m3）；

C 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m3）；

α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α o——新风换气次数（次/h）。

2）回风净化设备与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CADRfr——有新风系统时回风净化设备与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

（m3/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3）；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m3）；

C 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m3）；

α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α o——新风换气次数（次/h）。

式中： CADRfs——有新风系统时总送风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m3/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3）；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m3）；

C 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m3）；

α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α o——新风换气次数（次/h）；

α r——回风换气次数（次/h）。

4）同时采用新风与回风净化时的洁净空气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CADRfeo——有新风系统且同时采用新风与回风净化时新风净化设备

的洁净空气量（m3/h）；

CADR fer——有新风系统且同时采用新风与回风净化时回风净化设备的洁

净空气量（m3/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3）；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m3）；

C 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m3）；

α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α o——新风换气次数（次/h）。

3.8.3

当采用非稳态工况时，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m3）；

t——净化过渡时间（h），教室不应大于 10min，其他建筑类型应根据实际

使用情况确定；

C in0——室内初始浓度（μg/m3），应为室外计算日浓度的 50%～100%；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3）；

C 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m3）；

α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α o——新风换气次数（次/h）；

P eo——新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

α r——回风换气次数（次/h）；

P er——回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

α ir——空气净化器循环风换气次数（次/h）；

P ir——空气净化器穿透系数。

3.8.4

通风系统用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CADR——净化设备额定风量下的洁净空气量（m3/h）；



Q——通风系统用净化设备额定风量（m3/h）；

η——额定风量下的净化效率。

3.8.5

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应根据第三方机构提交的检测结果或标识的洁净空气

量选择。

3.8.6

应根据不同目标污染物分别计算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并按不同污染物对应的

洁净空气量进行设备选型。

4 通风与净化系统设计

4.0.1

净化产品和技术的选用应根据净化效率、工作寿命、净化能效、二次污染、健康

风险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4.0.2

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设备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

GB/T 34012 的规定。空气净化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空气净化器》GB/T

18801 的规定。

4.0.3

通风与净化系统的管道及附件的污染物释放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非金属及复

合风管》JG/T 258 的规定。

4.0.4

带热交换功能的新风净化设备的热交换效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空气-空气能

量回收装置》GB/T 21087 的规定，且在使用中不应产生微生物污染及堵塞。

4.0.5

通风净化系统可根据控制目标和系统形式，在新风、回风或总送风处进行空气净

化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净化设备的阻力应按终阻力计算；

2 当采用带有动力源或其他耗电设备的净化设备时，能耗不应大于采用过

滤净化设备的能耗；

3 净化设备宜安装传感器等判断其工作状态的设备。

4.0.6

当计算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时，应根据测试工况与工程应用环境的差异进行修

正。

4.0.7

当净化设备在工作时的噪声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时，应采取消声或其

他措施使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规定。

4.0.8

打印复印等设备宜集中放置，并应采用机械通风系统，实际排风量不应低于 72m3/

（h·台），且应保持负压状态。

4.0.9

公共厨房、公共卫生间、汽车库等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5 装饰装修污染控制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构件、家具用品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1.2

工程合同中应约定装饰装修工程的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并应作为交付验收的

依据。

5.1.3

室内装饰装修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设计说明中应单列“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

计”章节，应包括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材料构件污染释放率、装饰装修方案

及材料用量、净化系统性能参数、数量及布置情况等。

5.1.4

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方案应基于本标准第 3.6 节以及暖通设计中的通风量计算，不

宜通过改变通风量使室内污染物浓度符合本标准第 3.2.1 条的限值规定。

5.1.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构件、家具用品的用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体材料应按暴露在室内空气中的面积计算；

2 液体材料应按涂覆面积计算，且同一材料多层叠加时，仅计算一次；

3 构件、家具用品应按个数或实际最大暴露面积计算。

5.2 规定指标法

5.2.1

当采用规定指标法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所有装饰装修材料采用一级材料；

2 混合采用一、二级材料时，二级材料的比例不大于 20%；

3 混合采用一、三级材料时，三级材料的比例不大于 5%。

5.2.2

选择配置材料时，应对不同污染物释放率和选材等级进行评价，并应根据污染释

放率最高者进行用量的判定。

5.2.3

当材料性能不能满足规定指标法时，应采用性能评价法。

5.3 性能评价法

5.3.1

当采用性能评价法时，制定装饰装修设计方案的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装修方案建立计算模型；

2 应确定工程室内目标污染物的设计值；

3 应输入计算边界条件，边界条件应包括材料类型、材料污染释放特性、

材料用量、通风量、装修施工进度和交付时间、室内温度和湿度等；

4 应计算工程交付或运行时刻室内污染物的浓度水平；



5 当交付或运行时刻的室内污染物浓度低于设计值时，应判定装修方案符

合要求；当室内污染物浓度高于设计值时，应调整装修方案或选择空气净化器并

重新计算，至室内污染物浓度低于设计值。

5.3.2

室内装饰装修污染物浓度计算中主材的计算时间应为材料进场到计算时刻的时

间。

5.3.3

室内装饰装修污染物浓度计算中施工辅料的计算时间应根据施工工艺时间顺序

确定。

5.3.4

构件、家具用品宜采用整体的释放率数据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污染物浓度计算，也

可采用组成构件、家具用品的单个材料释放率进行叠加计算。

5.3.5

当室内装饰装修中现场材料施工后状态与按产品标准检测时状态不相同时，应按

产品释放率较大情况进行计算。

5.3.6

当计算浓度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选择污染释放率低的材料或(和)减少污染释放

严重的材料用量。

6 监测与控制系统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对室内主要功能空间应设置空气质量监测及控制系统，监测参数应包括温度、湿

度、二氧化碳、PM2.5，宜包括甲醛、TVOC 等。

6.1.2

空气质量监控系统的内容可包括参数与设备状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

动转换、能量计量与设备自动保护、信息发布及交互等。具体内容和方式应根据

建筑的功能与要求、系统类型、设备运行时间及工艺对管理的要求等因素，通过

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6.1.3

空气质量监控管理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宜根据空气质量监测

数据和建筑节能要求自动进行系统或设备的启停。

6.1.4

系统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感器应能自动或根据指令将采集的信息发回控制中心；

2 宜设置室内主要污染物浓度超标实时报警装置。

6.1.5

系统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房间污染物浓度、温度、湿度、风量等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 根据系统形式可选择开关控制或连续性控制。

6.2 监测设备性能要求



6.2.1

传感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感器测量范围和精度应与二次仪表匹配，并应高于工艺要求的控制和

测量精度；

2 易燃易爆环境应采用防燃防爆型仪表；

3 应根据工程情况确定传感器工作寿命。

6.2.2

温度、湿度传感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宜为测点温度范围的 1.2 倍～1.5 倍；

2 温度传感器的允许偏差应为±2℃；

3 湿度传感器的允许偏差应为±10%。

6.2.3

二氧化碳传感器宜采用非色散红外技术，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小分辨率应为 1ppm；

2 测量范围应为 400ppm～5000ppm；

3 预热时间不应大于 180s，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60s，恢复时间不应大于 60s；

4 24h 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5%，24h 量程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

±2.5%；

5 传感器的比对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部

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 的规定，且总不确定度应小于 20%。

6.2.4

PM2.5传感器宜采用激光散射、扩散充电技术，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小分辨率应为 0.001mg/m3；

2 测量范围应为 0.01mg/m3～0.5mg/m3；

3 24h 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0%，24h 量程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

±2.0%；

4 应采用重量法和微量振荡天平法对传感器进行比对测试，且总不确定度

应小于 20%。

6.2.5

甲醛传感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小分辨率应为 0.01mg/m3；

2 测量范围应为 0.01mg/m3～0.5mg/m3；

3 预热时间不应大于 180s，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60s，恢复时间不应大于 60s；

4 24h 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5%，24h 量程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

±2.5%；

5 应采用酚试剂分光光度法对传感器进行比对测试，且总不确定度应小于

30%。

6.2.6

TVOC 传感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小分辨率应为 0.01mg/m3；

2 测量范围应为 0.1mg/m3～2.0mg/m3；

3 预热时间不应大于 180s，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60s，恢复时间不应大于 60s；



4 24h 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5%，24h 量程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

±2.5%；

5 应采用 GC/MS 法对传感器进行比对测试，且总不确定度应小于 30%。

6.2.7

传感器应能采用手动或自动方法进行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校准。

6.2.8

温度、湿度传感器每连续运行 1年，PM2.5、二氧化碳、甲醛、TVOC 传感器每连

续运行半年后宜进行性能现场校验。当传感器性能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及时更换。

6.3 安装位置

6.3.1

建筑典型功能空间应设置空气质量传感器，室内面积不足 50m2时宜设置 1个传

感器，50m2～200m2宜设置 2个传感器，大于 200m2宜设置不少于 3个传感器。

6.3.2

壁挂式空气温度、湿度传感器应安装在空气流通且能反映被测房间空气状态的位

置。安装在风道内的温度、湿度传感器宜位于风道截面中心位置，不应在探测头

与风道外侧形成热桥。

6.3.3

二氧化碳、颗粒物、化学污染物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在空气流通处；

2 距离地面高度应为 1.0m～1.5m；

3 应避开通风口、通风道等风速高的区域；

4 当不满足第 1～3款要求时，应安装在回风口处。

6.3.4

应根据环境温度、湿度对传感器测量的影响确定风道内的二氧化碳、颗粒物、化

学污染物等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6.3.5

传感器不确定度的评定测试工况应与实际工况相似，不确定度的评定及计算方法

应按本标准附录 F执行。

6.4 控制与运行

6.4.1

室内空气应无毒、无害、无异味，且应达到可接受室内空气质量。

6.4.2

当目标污染物室外日平均浓度低于室内设计日浓度且室内热舒适满足要求时，宜

采用自然通风。

6.4.3

当室外空气质量 PM2.5分指数大于 200 时，宜降低新风净化设备的新风量。

6.4.4

当采用无预热（预冷）或无热交换装置的新风净化设备，且室外温度低于冬季室

外计算温度或高于夏季室外计算温度时，宜降低新风净化设备的新风量。

附录 A PM 室外计算日浓度



表 A PM2.5室外计算日浓度





附录 B 释放率计算

B.0.1

室内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构件、家具用品等的化学污染物释放率可按稳定释放率

或源释放模型计算。



B.0.2

设计中应计算温度、湿度变化对污染物释放率的影响。测试标准工况为 23℃，

湿度 50%，其他温度、湿度条件下板材的甲醛温度、湿度综合影响计算系数（ks）
可按表 B.0.2 选取。

表 B.0.2 板材的甲醛温度、湿度综合影响计算系数（ks）

附录 C 建筑污染分级

C.0.1

公共建筑污染等级应分为一级污染建筑、二级污染建筑和三级污染建筑。一级污

染建筑应为 100%使用一级材料或使用二级材料不超过 20%的建筑。二级污染建筑

应为 100%使用二级材料或使用三级材料不超过 20%的建筑。三级污染建筑应为不

属于一级污染建筑及二级污染建筑的建筑。

C.0.2

装饰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率分级应符合表 C.0.2 的规定。

表 C.0.2 装饰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率（E）分级



附录 D 换气效率

D.0.1

换气效率不应大于表 D.0.1 的规定。

表 D.0.1 换气效率

附录 E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流程



图 E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流程

附录 F 不确定度的计算与评定方法

F.0.1

不确定度的测试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不少于 2个能代表取样仪器检测需求的实际室内环境。在每个现

场，应同时利用传感方法和参照检测方法从空气中取样分析。不同方法的取样点

位置应靠近，取样时间应达到取样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2 测试工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甲醛、TVOC 传感器的测试，工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室内空

气污染简便取样仪器检测方法》JG/T 498 的规定；

2）对于二氧化碳传感器的测试，下限工况应为浓度在 0.4 倍～0.6 倍标准限

值之间，上限工况应为浓度在 1.8 倍～2.2 倍标准限值之间；

3）对于 PM2.5传感器的测试，工况应选择在小于 35μg/m3、35μg/m3～75μ
g/m3、75μg/m3～150μg/m3和大于 150μg/m3四个区间内。

3 对每个工况，传感方法应至少获得 6个测试结果。



F.0.2

在 95%置信水平时的传感器测试总不确定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ROU——传感器测试总不确定度；

——传感方法与参照检测方法测量值的平均相对误差，按式（F.0.2-3）

计算；

MRSD——传感器的平均测试相对标准差，按式（F.0.2-5）计算。

式中： εy——y工况下传感方法的测试相对误差；

C r y——y工况下采用参照检测方法的测量值；

C p yi——y工况下采用传感方法的第 i次测量值;

Ny——y工况下采用传感方法的测试次数。

式中： ——传感方法与参照检测方法的平均相对误差；

εy——y工况下传感方法的测试相对误差；

N——测试工况数。

式中：RSDy——y工况下传感器测试相对标准差；

C r y——y工况下采用参照检测方法的测量值；

C p yi——y工况下采用传感方法的第 i次测量值；

Ny——y工况下采用传感方法的测试次数。

式中：MRSD——传感器的平均测试相对标准差；

RSDy——y工况下传感器测试相对标准差；

N——测试工况数。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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