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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2024 年-2025 年度海南省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制订、修订项目目录>的通知》（琼建定函[2024]181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结合《海南省全装修住宅

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规程》 DBJ 46-044-2017 实施以来的实际情况，参考

有关国家标准、国内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6 章，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本规定；4

污染物控制设计；5 施工阶段污染物控制；6 室内空气质量验收。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增加了新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对土壤中氡浓度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

的要求；

2.室内空气污染物必选项增加了甲苯、二甲苯、氨；可选项增加了细颗粒

物、臭氧、细菌总数；

3.重新确定了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增加了甲苯、二甲苯、氨、细颗粒

物、臭氧、细菌总数的污染物浓度限量值；

5.增加了部品部件的污染物控制要求；

6.增加了材料中甲苯和二甲苯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及限量值；

7.重新确定了常用材料其他污染物限值；

8.重新确定了室内空气质量验收检测的要求及检测方法。

本标准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

负责日常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南路 77 号，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59219，



电子邮箱：bzk_dez@hainan.gov.cn），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

参 编 单 位：

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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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快房地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升住宅居

住品质，保证房屋质量安全，保障居住者健康，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材料和部品部件产

生的空气污染物控制。

1.0.3 本标准控制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应主要包括甲醛、苯、甲苯、二

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氡、氨等。

1.0.4 全装修住宅室内污染控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现行国家、行业和海南省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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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污染物预评价 pre-assessment of pollution
在室内全装修设计过程中，针对设计方案及所用全装修材料的品种、

数量，并根据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特性模拟预测室内可能出现的污染负荷、

浓度水平及变化趋势。

2.1.2 规定指标法 prescriptive index method
室内全装修设计时，规定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和用量的污染物控

制方法。

2.1.3 性能指标法 performance index method
室内全装修设计时，采用污染物预评价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使室

内空气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的方法。

2.1.4 污染物释放率 pollutant emission rate
单位时间内，材料单位面积释放的污染物的量。

2.1.5 污染物释放率等级 pollutant emission rate level
根据材料污染物释放率对材料进行污染物释放率分级。

2.1.6 承载率 loading ratio
指材料暴露在空气中的表面积与空间尺寸（面积/体积）的比值，分

为面积承载率和体积承载率，分别为与面积和体积的比值。

2.2 符号

A——房间地面面积；

C——污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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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污染物释放率；

�� ����——污染物的综合释放率；

��——第 i种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

F ——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分为 F1~F4级；

Fp——人均居住面积；

NFi——等级为 Fi的材料面积承载率；

��——第 i种材料的面积；

SFi——等级为 Fi的材料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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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全装修工程应在合同中明确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等级，并将其作

为交付验收的依据。

3.1.2 针对海南的气候特点以及居住习惯，全装修工程应选用绿色环

保材料，并进行装饰装修材料污染物控制设计，在施工阶段应按照设计

要求进行材料的采购与施工。

3.1.3 采用装配式的室内装修工程应控制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放，应

从设计、生产、安装、验收等环节进行室内空气质量全过程控制。

3.2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

3.2.1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应分为 I级、II级、III级 3个等级，各

等级空气污染物浓度限量要求应符合表 3.2.1的规定，并应按所有项目

中最低的等级进行评定。

表 3.2.1必检污染物浓度限量及分级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

I级 II级 III级
甲醛 (mg/m3) C≤0.03 0.03＜C≤0.05 0.05＜C≤0.07
苯 (mg/m3) C≤0.02 0.02＜C≤0.05 0.05＜C≤0.06
甲苯 (mg/m3) C≤0.05 0.05＜C≤0.10 0.10＜C≤0.15
二甲苯 (mg/m3) C≤0.10 0.10＜C≤0.15 0.15＜C≤0.20
TVOC (mg/m3) C≤0.20 0.2＜C≤0.35 0.35＜C≤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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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mg/m3) C≤0.15
氡（Bq/m3） C≤150

3.2.2 全装修工程可对细颗粒物、臭氧、细菌总数的浓度进行检测

评级，各等级污染物浓度限量要求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 3.2.2可选污染物浓度限量及分级

序号 指标 单位
分级指标

I级 II级 III级
1 细颗粒物 mg/m3 0.015 0.035 0.05
2 臭氧 mg/m3 0.06 0.10 0.16
3 细菌总数 CFU/m3 600 1000 1500

3.2.3 室内必检空气污染物浓度不应高于 III级限量。所有污染物项目，

任何一项未达到 III级要求，则空气质量应判为不合格。

3.2.4 不含活动家具的室内全装修工程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不应高

于 II级限量。

3.3 材料污染物释放分级

3.3.1 全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分级应以材料测试或计算所得的

168h对应的污染物释放率为依据。

3.3.2 材料/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及对应释放率应符合表

3.3.2的要求。

表 3.3.2 材料/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及限量 [mg/(m2·h)]
等级 F1 F2 F3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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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E≤0.01 0.01＜E≤0.03 0.03＜E≤0.06 0.06＜E≤0.12
苯 E≤0.01 0.01＜E≤0.03 0.03＜E≤0.06 0.06＜E≤0.12

甲苯 E≤0.01 0.01＜E≤0.05 0.05＜E≤0.10 0.10＜E≤0.20
二甲苯 E≤0.01 0.01＜E≤0.05 0.05＜E≤0.10 0.10＜E≤0.20
TVOC E≤0.04 0.04＜E≤0.20 0.20＜E≤0.40 0.40＜E≤0.80

3.3.3 全装修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和进场复检报告中的污染物项

目应符合表 3.3.3 的要求。

表 3.3.3全装修材料污染物控制项目

材料类型
污染物项目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放射性

木地板 ●○ —— —— —— ●○ ——

饰面板 ●○ —— —— —— ●○ ——

无饰面人造板 ●○ —— —— —— ●○ ——

木制固定家具 ●○ ● ● ● ●○ ——

部品部件 ●○ ● ● ● ●○ ——

墙纸 ●○ —— —— —— —— ——

腻子 ●○ ● ● ● ● ——

内墙涂料 ●○ ● ● ● ●○ ——

溶剂型涂料 —— ● ● ● ●○ ——

水性胶粘剂 ●○ —— —— —— ●○ ——

溶剂型胶粘剂 —— ● ● ● ●○ ——

无机非金属材料 —— —— —— —— —— ●○

注：●表示型式检验项目；○表示进场复检项目；——表示不需要。

3.3.4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室

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JGJ/T 436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固态材料预处理时间宜为 24h，液态材料干燥固化时间宜为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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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气样品污染物浓度的分析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规定。

3.3.5 放射性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GB 6566的规定。

3.4 材料污染物控制基本指标

3.4.1 常用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应不低于表 3.4.1的要求。

表 3.4.1常用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要求

材料类型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木地板 F2 —— —— —— F2
饰面板 F2 —— —— —— F2

无饰面人造板 F3 —— —— —— F2
木制固定家具 F2 F2 F2 F2 F2

墙纸 F2 —— —— —— ——

腻子 F2 —— —— —— ——

水性涂料 F2 —— —— —— F2
溶剂型涂料 —— F3 F3 F3 F3
水性胶粘剂 F3 —— —— —— F2
溶剂型胶粘剂 —— F3 F3 F3 F3

3.4.2 若工程所用材料不具备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条件时，可按其他

方法进行测试，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3.4.2的要求。

表 3.4.2常用材料其他污染物控制指标及限值

材料类型 项目指标 控制限值

木地板 甲醛释放量 ≤0.025mg/m³
饰面板 甲醛释放量 ≤0.025mg/m³
无饰面人

造板
甲醛释放量 ≤0.050m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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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制固定

家具
甲醛释放量 ≤0.025mg/m³

墙纸

甲醛释放量 ≤0.02mg/m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

量
≤0.60mg/m3

腻子 甲醛含量 ≤50 mg/kg
内墙涂料

甲醛含量 ≤50 mg/kg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80 g/L

溶剂型涂

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550 g/L
苯 ≤0.3%

甲苯和二甲苯（含乙苯）总和 ≤20 %
水性胶粘

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50 g/L
游离甲醛 ≤0.5g/kg

溶剂型胶

粘剂

苯 ≤2 g/kg
甲苯和二甲苯总和 ≤80 g/kg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600 g/L
无机非金

属装修材

料

内照射指数 ≤1.0
外照射指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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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染物控制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住宅全装修工程应根据工程室内空气质量目标进行污染物控

制设计。

4.1.2 室内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应采用规定指标法或性能指标法。

4.1.3 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为 I级时应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

设计；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为 II级或 III级时，可采用规定指标法或性能指

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

4.1.4 全装修设计图纸中应根据污染物控制设计结果，明确全装修材

料或部品部件的污染物控制要求。

4.2 规定指标法

4.2.1 规定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时，应对污染释放率等级相同

的材料面积直接求和，判定材料承载率限量的要求。

4.2.2 全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为 F1的材料用量应不受限制。

4.2.3 不应使用污染物释放率为 F4级及以上的材料。

4.2.4 采用材料污染物释放率选材时，污染物释放等级为 F2和 F3的

材料的承载率应符合下式规定：

1
3��2 +

2
3��3 ≤ 1 （4.2.4-1）

其中，

��� =
���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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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2——污染物释放等级为 F2的材料面积承载率；

NF3——污染物释放等级为 F3的材料面积承载率；

SFi——等级为 Fi的材料面积；

A——房间面积。

4.2.5 应对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TVOC 分别按本标准第

4.2.2~4.2.4条的规定进行选材。

4.2.6 按规定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应出具计算报告书，计算书

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要求。

4.3 性能指标法

4.3.1 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时，应对装修设计

方案进行污染物模拟计算。

4.3.2 性能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全装修方案建立模型，主要信息包括房间尺寸、材料种类和

用量；

2 确定室内装修工程污染物控制目标；

3 输入计算边界条件，包括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通风、

时间计划、室内环境温湿度等。

4 计算模拟工程完工后室内污染物的浓度、污染负荷，解析污染源

组成；

5 对应交付日期的室内污染物浓度高于工程控制目标限值，应调整

优化装修方案，调整后的室内污染物浓度不应高于限值；

6 输出全装修材料用量和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以及其他需要展

示和说明的信息；

7 出具计算报告书，计算书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A要求。



11

4.3.3 污染物控制设计时，模拟计算温度应取工程预计验收季度的海

南省平均温度取值，其中 5月~10月取 28℃，11月~次年 4月取 23℃；

模拟计算湿度取 80%。

4.3.4 装修污染物模拟计算中换气次数的取值应符合表 4.3.4的规定。

表 4.3.4 住宅建筑换气次数取值

人均居住面积 Fp（m2） 换气次数（次/h）
Fp≤10 0.70

10＜Fp≤20 0.60
20＜Fp≤50 0.50
Fp＞50 0.45

4.3.5 装修方案进行设计优化的措施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大的污染源进行调整；

2 优先选用污染物释放率低的产品；

3 减少污染物释放率高的材料部品用量；

4 提出材料污染物处理要求，降低污染释放率；

5 提出改进室内通风的措施和要求；

6 合理安排项目实施进度和交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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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阶段污染物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前应编制装修施工污染控制方案，并纳入施工组织方案。

5.1.2 不得擅自更改设计文件的材料要求。当需要变更时，应按规定

程序办理设计变更，并应重新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

5.1.3 在室内装修工程大规模实施前，应先做样板间。

5.1.4 现场施工应符合职业健康卫生的要求。

5.2 材料采购与抽检

5.2.1 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采购应符合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的要求。

5.2.2 在对进场材料进行文件审核时，应对产品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

放射性检测报告进行复核，材料应满足设计要求和采购合同要求。

5.2.3 装饰装修材料抽查复验组批要求应满足表 5.2.3的要求。

表 5.2.3 装饰装修材料抽查复验组批要求

材料名称 组批要求

天然花岗岩石材和瓷质砖

当同一产地、同一品种产品使用面积大于 200m²
时需进行 复验，组批按同一产地、同一品种每

5000m²为一批，不足 5000m²按一批计

人造木板及其制品

当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产品使用

面积大于 500m²时需进行复验，组批按同一厂

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每 5000m²为一批，不

足 5000m²按一批计

水性涂料和水性腻子
组批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产品

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溶剂型涂料和木器用溶剂型腻子
木器聚氨酯涂料，组批按同一厂家产品以甲

组分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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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组批要求

其他涂料、腻子，组批按同一厂家、同一品

种、同一规格产品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

计

室内防水涂料

反应型聚氨酯涂料，组批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

同一规格产品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组批按同一厂家产品每

10t为一批，不足 10t按一批计

其他涂料，组批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

一规格产品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水性胶粘剂

聚氨酯类胶粘剂组批按同一厂家以甲组分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聚乙酸乙烯酯胶粘剂、橡胶类胶粘剂、VAE
乳液类胶粘剂、丙烯酸酯类胶粘剂等，组批按同

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产品每 5t为一批，

不足 5t按一批计

溶剂型胶粘剂

聚氨酯类胶粘剂组批按同一厂家以甲组分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氯丁橡胶胶粘剂、SBS胶粘剂、丙烯酸酯类

胶粘剂等，组批 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

格产品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本体型胶粘剂

环氧类(A组分)胶粘剂，组批按同一厂家以 A
组分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有机硅类胶粘剂(含MS)等，组批按同一厂家、同

一品种、同一规格产品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
一批计

水性阻燃剂、防水 剂和防腐剂等水性处理剂
组批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产品

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防火涂料
组批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产品

每 5t为一批，不足 5t按一批计

5.2.4 装配式装修使用的部品部件，应在生产环节进行污染物管控，确

保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满足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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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部品部件出厂前应检验污染物释放率，每类部品部件同一生产批

次的抽检量不应少于 1套，并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当部品部件出厂抽

检的污染物释放率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在出厂前完成整改。

5.2.6 工程中所用材料抽检复验指标应符合设计对污染物释放率的控

制要求；不符合控制要求时可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设计调整变更；当设

计调整变更后仍不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该批材料不得用于工程。

5.3 施工要求

5.3.1 室内装修施工材料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装修时不得使用苯、工业苯、石油苯、重质苯及混苯作为稀

释剂和溶剂；

2 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不得采用沥青、煤焦油类作为防腐、防潮

处理剂；

3 不得使用以甲醛作为原料的胶黏剂；

4 不得采用溶剂型涂料如光油作为防潮基层材料。

5.3.2 室内全装修施工时不应使用苯、甲苯、二甲苯及汽油进行除油

和清除旧油漆作业。

5.3.3 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封

闭存放，废料应及时清出。

5.3.4 室内不应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保洁用具。

6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及验收

6.0.1 全装修住宅的室内空气质量验收，应在工程完工不少于7天后、

工程交付使用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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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的验收，房间抽检比例和房间检测点数设

置应满足 GB 50325的相关要求。

6.0.3 室内空气污染物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氨和氡的

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的规定。

6.0.4 室内空气中细颗粒物、臭氧和细菌总数污染物的检测方法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的规定。

6.0.5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应按本标准第 3.2.1条判定等级。

6.0.6 空气质量等级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分析原因并进行治理。采

取措施进行处理后的工程，可对不符合项目进行再次检测。再次检测时，

应对不符合项目加倍抽检，并应包含原不合格的同类型房间及原不合格

房间。检测结果应全部符合设计要求。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不合格的

工程，严禁投入使用。

6.0.7 工程验收时应检查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文件，包括下列文

件：

1 合同；

2 装修设计文件；

3 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报告书；

4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放射性检测报告、材料进场检验记

录、复验报告；

5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6 检测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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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书案例

A.1 规定指标法计算书

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书

报告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设 计 人：

校 对 人：

批 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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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信息：
基本建筑信息

建筑用途 地区

建筑面积 层高

项目周期 交付状态

户型图

房

间

信

息

房间名称 房间使用面积(m2) 房间净高(m)

二、控制目标：
完工后 7d 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符合 等级的要求，相应污染物浓度限值为：

表 2 污染物等级限值

污染物 级别

项目 单位

甲醛 mg/m3

苯 mg/m3

甲苯 mg/m3

二甲苯 mg/m3

TVOC mg/m3

三、材料信息
表 3 各房间拟选用材料信息

序

号

材

料

类

别

材

料

名

称

用料

面积

（m2）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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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结果

序号

材料承载率限量要求：
1
3��2 +

2
3��3 ≤ 1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结果 符合要求 结果 符合要求 结果 符合要求 结果 符合要求 结果 符合要求

房间 1

房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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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性能指标法计算书

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书

报告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设 计 人：

校 对 人：

批 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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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信息：
基本建筑信息

建筑用途 地区

建筑面积 层高

项目周期 交付状态

户型图

房

间

信

息

房间名称 房间面积（m2） 房间层高(m)

二、控制目标：
完工后 7d 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符合 等级的要求，相应污染物浓度限值为：

表 2 污染物等级限值

污染物 级别

项目 单位

甲醛 mg/m3

苯 mg/m3

甲苯 mg/m3

二甲苯 mg/m3

TVOC mg/m3

三、材料信息
表 3 各房间选用材料信息

序

号

材

料

类

别

材

料

名

称

用料

面积

（m2）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释放率

mg/(m2.h)

释

放

率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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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边界条件：
1、时间设置：

装修时间： 验收时间： 模拟结束：

施工进度设置：

材料 类型 时间

2、通风设置：

风量设置：门窗开启，换气次数 10 次/h；门窗关闭，换气次数 0.5 次/h

作息设置：

起始时刻 结束时刻 状态

五、计算结果

基于用户提供的建筑信息、材料信息、计算条件设置，经模拟计算，***工程室内空

气质量预测结果满足用户控制目标：完工后***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符合等级 I 的要

求。/不满足用户控制目标：完工后***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不符合等级 I的要求，方

案调整请参见：材料影响评估及控制要求。

详细分析如下：

1、验收时刻浓度分布图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房间

污染物

结

论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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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1

房间

2

2、各房间浓度趋势图

3、各房间污染负荷及污染源解析

4、材料影响评估及控制要求

序号 类别 用料总面积（m2） 控制要求（mg/m2.h）

1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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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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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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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

2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3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JGJ/T 436



25

海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Technical for indoor decoration pollution control of full decoration

residence

DBJ 46-042-20**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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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标准以保障民众在住宅建筑使用过程中环境安全、健康，以结果为

导向，主要针对用于全装修住宅的材料、室内家具、及其他部品部件，为控

制由其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强调预防为主的原则，从设计、选材、施工、

验收等阶段提出要求。重点完善污染源头控制和污染预防措施，通过使用科

学的预测方法及工具，针对材料提出新的环保性能评价方法和要求、对全装

修设计阶段方案预控提出实施要求。从源头避免装修污染的发生，而不是污

染发生后再被动地进行治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建筑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污染

物控制。相比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本标准结合海南省绿色健康的建设发展定位，提高了室内空气质量

的控制要求，并采用更为合理有效的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方法措施。充分

考虑了海南省地域气候特点和居住习惯，选取适宜的措施，并针对海南省实

际情况细化控制措施操作要点。

1.0.3 住宅建筑室内全装修工程引起的室内空气污染主要为化学污染，考虑

与国家标准的统一，本标准对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TVOC）、氡、氨进行室内浓度限值和控制方法的规定，其他由全装修工

程引起的而未明确规定的化学污染物，可参考本标准的方法进行控制。

针对海南省的地方特色，增加颗粒物、臭氧、细菌总数等参数作为可

选项，不强制要求，工程可自行根据需要选择。

1.0.4 针对住宅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污染控制，现行国家标准主要有《民用建

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装饰装修材料标准有害物限量”

GB 18580~GB 18588、《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等。为了不

引起室内环境的其他污染及安全等问题，相关的污染物控制措施还应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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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本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

制标准》GB 50325保持一致和协调，但在国标基础上提高了室内空气质量

的要求，更好的保障民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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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对于全装修交付的住宅工程，不同的项目交付标准会有所差异，尤其

是在家具配置上，其相应的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也会不同。

在全装修住宅装修工程中，建设单位（房地产开发商）是质量的第一责

任单位，总承包单位是装修工程质量的重要责任单位。为保障工程质量，建

设单位和总承包单位之间签署合同时，应明确项目的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以

便对总承包商的工程质量进行约束把控。

3.1.2 住宅室内全装修工程包括设计阶段、材料选择采购阶段、施工阶段、

验收阶段和投入使用阶段。设计阶段进行污染预评价，根据方案预测建成后

室内空气质量水平，评估方案的合理性，指导方案的调整优化，并制定全装

修材料、部品部件的控制要求及其他质量控制要求，作为采购、施工环节室

内空气质量控制的科学化实施依据，通过“预评价+预处理”，降低控制成本，

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效果。

3.1.3 由于装配式内装修，部品部件生产环节对部品部件环保性能、整个工

程的环保性能保障尤为重要。因此，与传统装修工程空气质量全过程控制比

较，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空气质量管控增加了部品部件生产污染物控制，其

他环节污染物控制侧重点也有所差别。

3.2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

3.2.1 全装修住宅室内空气质量划分为 I级、II级、III级。I级：代表优质的

室内空气质量； II级：代表良好的室内空气质量；III级：代表满足室内空气

质量健康的合格要求，是保障用户的健康的基本要求。若不同污染物浓度处

于不同等级，则按最差的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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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级浓度限值方面，III级的限值要求对应于《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要求， I 级、II级的限量取值综合考虑国内外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和不同装修程度工程空气质量差别进行确定。

考虑不同人群对室内空气污染的敏感程度和个体反应差异，室内空气质

量分级也可作为对入住使用时室内空气控制的要求。

3.2.2 针对海南省的地方特色，增加颗粒物、臭氧、细菌总数等参数作为可

选项，不强制要求，工程可自行根据需要选择，在交付前或使用过程中进行

检测评级。

3.2.3 室内空气质量 III级是室内空气质量健康的基本要求和合格线，是保

障用户的健康的基本要求。工程中，若有任何一项必检指标未达到 III级要求，

则空气质量不合格。

3.2.4 住宅室内空气污染来源于吊顶、地面、墙面装修所用的基本材料、家

具，本标准考虑到为全装修工程有不同交付标准，如工程装修包括了床、柜

子等大量活动家具，以及交付后增加家具会引起新的污染源，为确保用户使

用环境的健康，提高了不含活动家具工程的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即在全

装修工程阶段按 II级控制，保障入住使用时空气质量符合 III级的基本要求。

在污染物控制设计阶段，应以 II级作为控制目标；考虑到海南高温高湿气候

条件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验收检测时可能由于高温影响使污染物浓度升

高，浓度处于 II级至 III级间时，可适当降低要求，并经由建设方和总承担单

位协商处理。

室内空气质量分级，可作为住宅室内全装修工程不同阶段对应的空气质

量要求，对于使用时室内空气质量水平要求较严格的项目，如 II级，在全装

修工程验收阶段室内空气污染浓度可考虑按 I级进行控制。对于有特殊要求的

工程，可进一步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使达到 I级。

3.3 材料污染物释放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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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全装修材料的污染物释放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多个参数（如

固态材料，包括初始可释放浓度、扩散系数、分离系数）的耦合全面的描述

材料的污染释放规律，但由于不够直观，因此本标准选用由上述指标综合影

响的 168h污染物释放率作为评价指标。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1）国际相

关材料污染释放测试周期普遍采用 7天即 168h；2）经过 168h，全装修材

料污染物释放率已基本趋于稳定，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材料使用时的释放水

平。

释放率评价法相比于现行室内全装修材料有害物限量标准，要求更为严

格，也更为合理。目前人造板、饰面人造板、木制家具和部品部件最常用的

测定方法为“干燥器”法测定甲醛含量，该方法虽可以测试板材释放到空气

中的游离甲醛浓度，但无法反映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穿孔法”测试

板材中所含甲醛总量，但材料中能释放的游离甲醛只占其中小部分。现行标

准对涂料、腻子、胶粘剂、油漆等液态材料，通过测定有害物的含量评价材

料的环保性能，但由于该类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不仅与有害物含量多

少有关，也与材料干燥时间、有害物挥发快慢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将材料涂

饰在基底表面上，采用环境舱法进行污染物释放率的测定，能更有利于环境

质量的控制。

3.3.2 考虑到材料、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效果是同等

的，因此不同类型材料采用统一的等级划分标准。

通过对材料的污染物 168h 释放率进行等级划分，对材料的环保性能进行区

分比较，有助于材料的选择。释放率等级划分，一方面参考国外相关标准的

水平，一方面从控制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出发，同时考虑了我国目前

材料和产品环保性能现状。

3.3.3 甲醛是人造板材最为主要的污染物，但饰面人造板和制品由于表面采

用油漆处理、胶粘剂贴面等处理，可能产生 VOC污染，应同时对 TVOC的

释放率水平进行控制。墙纸主要污染类型为甲醛；溶剂型材料中所含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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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VOCs是常见污染，应进行相应污染物的释放率水平控制。

为保障工程材料质量控制要求和尽量减轻工程检测成本，标准明确各类材料

需要开展型式检验的项目，需进场复检的项目，以及不需要控制的项目。对

于仅开展型式检验的项目，在材料进场时，需由供应商提供产品有效的型式

检验报告。

3.3.4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采用环境舱法，将试件按照适当的承载率放入恒定

条件（温度、湿度、空气流速）的环境舱内进行甲醛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释放试验。通过采集舱内空气，测定不同时刻舱内甲醛和 VOCs浓度，根据

环境舱内浓度、承载率、通风换气量、拟合计算材料甲醛、VOCs的特征参

数及某时刻的释放率。

行业标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JGJ/T 436已详细规定了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测试方法，并对预处理时间、污染物浓度分析方法进行调

整。

3.4 材料污染物控制基本指标

3.4.1 由于不同类型材料污染释放规律差别，可能某些类型材料大部分处于

较高等级，某些类型材料大部分处于较低等级。为便于对常用类型材料的选

择和质量控制，基于对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广泛调研测试结果，明确常用材

料的污染物释放率等级的基本要求，作为海南省全装修住宅装修材料市场准

入合格线；对于污染物释放率等级优于基本要求的，代表环保性能更优，推

荐优先选用。例如木地板甲醛污染释放率等级要求 F2， F2为海南省木地板

产品准入的基本要求，装修工程可选择 F1或 F2，可依据污染控制设计进行

选材。

3.4.2 国家现行装饰装修材料产品标准（如《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限量》

系类（GB 18580~GB18588）、GB6566等）主要采用有害物含量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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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产品质量评价。考虑到与现行产品标准的衔接，海南省地方标准在采用

污染物释放率作为材料主要控制指标同时，兼顾考虑有害物含量等指标控制

要求。但其指标限量在国家标准基础上，结合相应材料类型的环境标志产品

技术要求和市场产品质量分布，适当提高要求，以便适应海南省全装修住宅

工程质量提升的要求。

工程应优先对材料污染物释放率进行检测和控制。若工程或供应商不具备污

染物释放率检测条件时，可按产品标准进行测试。

对木地板、饰面板等材料若采用污染物释放量指标，可根据检测条件按下式

换算污染物释放率。

E=Cs(N/L) (1)
式中：E——污染物释放率，单位为mg/(m2h)；

Cs——有害物释放量，单位为mg/m3；

N——有害物释放量检测时舱换气次数，单位为次/h；
L——按照《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JGJ/T 436-2018

附录 A面积统计方法计的材料表面积与舱体积比，单位为m2/m3。

典型标准释放量检测结果换算系数（N/L）参考下表。

表 1材料释放量与释放率换算参考

材料类型 检测标准 检测参数 换算系数 备注

人造板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

释 放 限 量 》 GB
18580-2017

甲醛释放量

（单位mg/m3）
1

预处理 15天

检测周期>3天

人造木板及其

制品、壁布、

软包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附录 B

甲醛释放量

VOC释放量

（单位mg/m3）

1
预处理 1天

检测周期>3天

地毯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

胶 粘 剂 有 害 物 》 GB

甲醛释放量

VOC释放量

（单位mg/m2.h）
1

预处理 1天

检测周期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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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型 检测标准 检测参数 换算系数 备注

18587-2001

人造板及木质

地板

《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

板和木质地板》 GB/T
35601-2017

甲醛释放量

（单位mg/m3）
1

预处理 15天

检测周期>3天

VOC释放量

（单位μg/m3）
1 检测周期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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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染物控制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标准》DBJ 46-042规定污染物

控制设计是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中的内容之一。

4.1.2 规定指标是对室内装修所用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材料用量等参数做

了规定，设计师只要在设计中全部按照标准规定的指标设计，就能满足建筑

室内的空气质量基本要求。这种做法简单、明了、便于普及推广，但事实上

要满足这些指标的要求比较困难，限制了室内装修的多样化和功能。例如目

前流行采用大面积的木制品，用量难以满足规定指标要求，不能仅因为单个

指标的超限，来限止用户和设计者的要求。规定指标法基于污染物释放率等

级进行评估，未考虑污染物释放率随时间的衰减变化。

性能指标法是一种性能化的系统综合考虑的方法，性能指标法不拘泥于建

筑室内装修的单个材料性能和用量，而是着眼于总体室内空气质量是否满足

控制目标的要求，简单说是当材料污染物释放率超出指标时，可以通过调整

其使用量或由其他释放率大幅低于指标的材料来弥补，从而使整体空气质量

满足要求。此方法可采用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来实现。

4.1.3 项目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为 I级时，由于控制要求较高，应直接采

用性能指标法进行设计方案的评估；当控制目标为 II级、III级时，规定指标

法和性能指标法均适用。

4.1.4 在装修设计说明中，应有装修工程的交付标准、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控

制目标、材料配置情况、各类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材料等级或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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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率数值）等。通过将控制要求在设计图纸中进行明确的说明，作为工程

材料采购和施工等环节进行质量控制的重要依据，以确保设计污染控制的措

施执行落实。

4.2 规定指标法

4.2.1 规定指标法是规定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和材料用量的关系。该计算方

法是将污染物释放率处于同一等级的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视为相同，

不考虑同一等级内不同释放率数值的差异，且以等级内释放率最高值作为基

准，对材料的控制相对严格。

4.2.2 等级为 F1的材料，其污染物释放率较低，从环保性能方面评估值得

推广，并鼓励在工程中优先选用。在一般住宅装修材料总承载率约 15，即使

全部采用污染物释放率等级为 F1的材料时，室内空气质量能基本符合 II级控

制要求；但由于 F1的材料仍可能产生一定的污染，且从节材目的出发，建议

装修简约，适度的控制装修材料的用量。

4.2.3 污染物释放率为 F4级或高于 F4级限量的材料，使用后将对室内空

气质量造成显著的污染，海南省内全装修工程应禁止使用。

4.2.4 本条款中所指房间，适用于整套住宅或单个房间，但选取时应与室内

空气质量验收的最小空间单元保持一致。

在通风换气次数为 0.5次/h，层高为 2.8m±0.2m条件下，按条款规定承载

率限量进行配置，不同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上限基本满足室内空气质量 II级

要求。以某住宅工程为例：

主卧室 面积：22.8m2 层高：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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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面积承载率 甲醛释放率等级

木地板 1.0 F2
胶合板 0.1 F3
腻子 2.2 F1
乳胶漆 2.3 F1

墙纸（含墙纸胶和防潮基膜） 1.4 F2
衣柜（固定） 0.6 F2

核算结果

1
3��2 +

2
3��3 =

1
3 × 1.0 + 1.4 + 0.6 +

2
3 × 0.1

= 1

符合要求

相比于体积承载率，采用面积承载率作为材料用量限制指标更为直观，设

计师可直接通过房间面积估算，而房间体积在装修工程中并不常用。两者的

换算关系为：面积承载率=层高×体积承载率。一般商品住宅工程，套内层高

为 2.8m±0.2m，在该范围内可不忽略层高差异的影响。

4.2.5 对材料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的释放率分别进行等级评价，

并按最不利情况进行面积限量判定，以确保符合室内空气质量对不同指标的

控制要求。

4.3 性能指标法

4.3.1 住宅室内装修污染，是由建筑情况、装修材料类型、装修材料污染物

释放特性、材料用量、通风情况、装修施工进度和施工工艺、装修交付时间、

室内温湿度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且由材料污染特性决定，装修后室内空

气污染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借助于模拟手段进行定量的评估，耦合影响装

修污染的因素预测工程建成后室内环境的动态水平，权衡判断方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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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污染源，明确主要污染源控制要求，指导工程装修污染控制及优化等等。

4.3.2 计算模型要求：对于住宅建筑，在（内）门窗关闭条件下，可不考虑

房间之间空气相互流通和房间内污染源的位置的影响，房间采用单区模型即

可满足计算精度的问题。对于房间内门完全开启的情况，由于温差或人员活

动会引起房间之间的风量交换，使污染物在房间之间进行传播，此时可将连

通的房间视为一个单区。计算模型主要信息包括房间尺寸、材料种类和用量。

控制目标包括确定工程交付计划和交付使用后室内空气中污染物限量等

信息。

边界条件设定包括装修材料类型、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材料用

量、通风、装修施工进度和交付计划、室内温湿度等。各边界条件对装修后

污染情况有密切的联系，设定原则见下文相关条款规定。

通过模拟计算，除了输出材料污染释放率控制要求，也可得到各房间/区域

逐时/逐天污染物浓度，材料污染源对室内空气污染浓度的影响权重趋势等信

息，用于支撑评估决策。

4.3.3 温度、湿度对材料/部品部件的污染物尤其是甲醛散发有显著的影响。

调研显示，在无干预情况下，室内温度与室外温度基本相近，计算温度按工

程所在城市按热工标准的规定选取。根据典型气象年气象数据，海南省逐月

平均温度取值可参考下表。

月份 月平均干球温度（℃）

1 18.0

2 19.0

3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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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5.2

5 27.5

6 28.7

7 28.9

8 28.4

9 27.2

10 26.0

11 22.1

12 19.5

因设计阶段，工程交付月份难以精准预计，结合海南省的气候特点，划分为 2

个阶段进行温度设置，其中 5月~10月取 28℃，11月~次年 4月平均温度

低于 23℃，按 23℃取值；湿度全年按 80%。

4.3.5 装修污染模拟计算可输出工程建成后室内环境的动态水平和主要污染

源强度及其比例组成。根据分析结果，优先对影响权重高的污染源进行调整，

包括更换为污染物释放率低的材料或减少材料用量。

5 施工阶段污染物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由咨询单位或施工单位根据设计文件，尤其是“装修设计污染控制”

中的要求，以及本标准的规定，事先识别施工过程中各项环境危害因素，控

制选材质量，选择对室内环境污染较小的工艺，规范施工，确保设计要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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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地实施。

5.1.2 对于设计文件中全装修方案、材料类型、材料用量、材料污染释放率

等方面的规定，施工单位应执行落实。若需变更，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设

计变更，并经建设相关方确认。拟更换的材料污染物释放率高于设计规定的

数值，应根据材料测试结果重新进行污染控制设计，符合室内空气质量目标

时方能使用。

5.1.3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多次重复使用同一设计时，为避免由于设计、材料、

施工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大批量装修工程室内空气污染超标，应先做样板间，

并建议对其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检测，对装修设计阶段的污染物控制效

果进行核对。

5.2 材料采购与抽检

5.2.1 控制室内空气污染的关键在于污染源的控制，采购材料的性能质量水

平，将直接决定项目的污染源控制效果，设计所提出的材料污染释放率控制

要求，应在采购文件中进行明确的规定。合同中，对材料的质量和供应商责

任进行明确条款规定，对材料供应商进行相应的约束和督促。

5.2.2 同一单位工程，需对项目所用材料产品的污染释放率检测报告进行查

验复核，若能提供相同生产批次材料的检测报告则更有利于工程材料质量的

管控。

5.2.3 为确保工程所使用材料符合设计要求，对于用量较大的材料，应实行

材料的进场抽检复验。参考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当单类材料使用面积超过 500m2时，可认为规模较大，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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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且应覆盖该类材料的不同生产厂家、不同产品种类、不同批次样品。

5.2.4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采用集成化生产供应，部品部件生产是工

程的重要的环节，生产环节的环保管控对整个工程的污染物控制尤为关键。

通过合理设计、选择环保原材料、采用低污染生产工艺、等措施，保障成品

部品部件的环保性能符合工程要求。

5.2.5 部品部件一般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现有国家、行业产品标准暂无明

确的环保检测要求。作为装配式装修工程的关键单元，部品部件的环保性能

直接影响工程完工后的空气质量。

按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建设模式，部品部件进场后，施工安装周期较短，进

场后进行抽检复验可能无法满足工程的进度要求，且一旦进场抽检不符合要

求，整改难度较大。因此，将部品部件的抽检复验前置到出厂环节，有助于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污染控制。

5.2.6 为确保工程实施后室内空气质量达到预期控制目标，进场材料污染物

释放率抽检复验结果应符合设计对污染物释放率的控制要求。当材料污染物

释放率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考虑到其他材料污染物释放率可能优于设计要

求而为项目室内空气质量提供余量，可由设计师或项目管理人员采用性能指

标法，对项目在实际用材条件下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核算，若核算结果能够

符合空气质量控制目标要求，则可协商使用，但若核算后无法满足室内空气

质量控制目标要求，则不得使用。

5.3 施工要求

5.3.1 室内装修工程中不应使用污染严重的材料、胶黏剂及其他辅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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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剂和溶剂按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标准》GB7691-2011第 2.1节的

规定“禁止使用含苯（包括工业苯、石油苯、重质苯，不包括甲苯、二甲苯）

的涂料、稀释剂和溶剂。”混苯中含有大量苯，故也严禁使用。胶粘剂、防潮

材料等采用污染低的材料类型，替换高污染的材料。

5.3.2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标准：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

风净化》GB 7692-1999第 5.2.8条“涂漆前处理作业中严禁使用苯”、第

5.2.9条“大面积除油和清除旧漆作业中，禁止使用甲苯、二甲苯和汽油”制

定。

5.3.3 涂料、胶粘剂、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用后及时封闭存放，不但可减

轻有害气体对室内环境的污染，而且可保证材料的品质，用剩余的废料及时

清出室内。

5.3.4 不在室内用溶剂清洗施工保洁用具，是有效避免二次污染的必要措施，

也是减少施工操作人员健康危害的要求。

6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及验收

6.0.1 因涂料保养、挥发期一般为 7d，在此期间不宜检测，所以建议在工

程完工后至少 7d以后进行检测。若在装修污染预测阶段，对验收时间有明确

要求的，应与设计要求一致。

6.0.2 计算抽检房间数量时指对一个单体建筑而言，且以套作为基础参与抽

检比例计算，便于计算。抽检时应适当包括不同楼栋、不同朝向、不同楼层、

不同户型。具体抽检比例、房间点数设置按 GB 50325相关要求。

6.0.3 住宅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室外噪声、采暖空调、私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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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保持较长时间的门窗关闭，为确保通风不利的条件下室内空气质量符

合要求，本标准参考《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

规定，进行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氨、氡的采样和分析。

6.0.4 细颗粒物、臭氧和细菌总数污染物浓度，按照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

量标准》GB/T 18883的相关规定进行检测和分析。

6.0.5 工程竣工验收时，必须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要求。对于检测结

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工程，由于装修污染属于挥发性污染，可采取治理辅助

措施（如吸附、强氧化化学试剂反应、污染封闭等方式），降低污染物浓度，

并经复检合格方能投入使用。

6.0.7 工程对室内空气污染控制部分的验收，应提供设计文件、检测报告等

作为验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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