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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建筑行业也进入新的发展历程。装配式建筑的出现，将大力推进环境的质量优化，但针对于装配
式建筑室内环境检测有诸多的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就装配式建筑环境检测的影响因素与如何进行检测进行研究与说明，也为今后降低装配
式建筑室内有害气体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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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装配式建筑环境检测的原因 

1、在我国，建筑行业一直占据我国生产总值的大头，是我国
国民经济的重要型支柱，而装配式建筑作为新型的建筑方式，越来
越受到国民的喜爱，它采用提前在工厂内预制构配件，在工地集中
装配成型的一项技术，就好比组装零件一样，这种方式取代了很多
现场浇灌，具有速度快、减噪、环保等优势。而对于我国建筑行业
来说，极大需要推进保护环境的新型建筑作业，在未来新型建筑中
预制装配式建筑将被大力推进。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装配式建筑
室内的环境也需要检测。 

人们大多数的活动时间都是在室内，室内的环境好坏将直接决
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美好生活水平。在是室内常见的危害气体是
甲醛，无色刺激味，但危害性非常之大，长期处于这一环境之中将
会感到头晕，流眼泪，干燥等症状，严重者将危害人们的性命。因
此，对于建筑的室内环境检测必不可少。 
二、装配式建筑环境检测的影响因素 

对于任何的建筑，不止新型的装配式建筑来说第一个最大的污
染源就是甲醛，氨，苯。室内的甲醛来源比较多的主要来自细木工
板，胶合板，纤维板等，甲醛是一种无色刺激味的气体，轻则产生
小疾病，大则危害人体性命。氨与甲醛一样无色刺激味的气体。但
比甲醛轻，具有刺激与腐蚀作用，是一种碱性的物质，在进入人体
后吸组织中的水分，从而破坏细胞膜内的溶解度，使其产生各种呕
吐，呼吸困难等症状。主要来源于家具中使用的添加剂。增白剂，
防冻剂等。苯是一种具有特殊香味的无色液体，在室内封闭的环境
中会引起人们恶心，头痛，档达到一定高浓度时会使人苯中毒，它
的主要来源于家装过程中使用的油漆，胶，等有机溶剂。除此以外，
室内还会产生的危害气体有厨房的煤气，各种消毒水，清香剂等。
以上种种都是在对装配式建筑环境检测中的最大影响因素。 

装配式建筑室内环境中，存在多种有致癌或致癌突作用的危害
环境，即使这些危害气体浓度不高，当与室内某些有机物质进行长
期综合作用下，可使得居住在这些挥发性有机污染的室内人群出现
不良的建筑物综合征，和相关的建筑疾病，装配式建筑作为提前预
制建筑，在现场进行组装的新型作业，用其短而快的优势完成。其
完成作业后更应该对其室内环境进行检测，以防产生的有害物质长
期存在室内给居住着带来潜在的危害。 
三、解决装配式建筑室内污染源的方法对策 

第一点是保证室内的通风量和新鲜凤的交换量，用此来与室内

污染源进行交换，简单来说就是开窗通风，来进行通风换气，用此
来保持室内保留良好的通风换气，这是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关键。
也最简单。 

第二点是利用活性炭进行吸附，将含有活性炭的吸附剂放置室
内，来进一步提高室内空气质量。他主要是通过吸附分子和污染分
子之间的物理作用，然后使得吸附剂的表面吸满污染物，但对于吸
附剂来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活性炭的表面由于气口比较
大，不仅可以吸附甲醛等气体也可以吸收空气中的部分水汽，时间
久了会造成室内干燥，所有，在用此方法时注意增强室内湿度。 

另外一个方法及从根源上进行最大可能降低使用含有害气体
高的材料，比如在预配置工厂内，加强对所使用的的材料的监管力
度。采用有毒气体释放少的材料，并且在后期的装修中提倡采用简
装修，尽量避免使用化学及人工材料。 

第四点利用光催化净化法，当阳光对于纳米二氧化钛进行长时
间照射以后，它可以与有机物质产生化学反应，进而在比较短的时
间内消除室内的有害物质。但由于这种方法对于光照，压力以及温
度都有较高的要求，所有这种方法在室内环境中应用的比较少。 

第五点利用绿色植物来进行提高室内环境。此方法加上开窗通
风是最常见也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在室内可以多摆放一些纯天然的
绿色植物，例如吊兰，龟背竹，绿萝等，不仅观赏性强，净化空气
也很强。还能愉悦人们的心情，有实验证明，龟背竹对甲醛的吸收
量最多在同一时间段内。由此可见，对于净化室内的空气污染环境，
绿化植物是必不可少的一员。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同时，也要注重室内环境
的检测，加强对室内环境的重视，充分全面了解和掌握室内环境污
染物的来源，产生的因素，并且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提
高居住者的生活环境，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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