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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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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室内空气质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婴幼儿室内空气标准术语与定义、空气质量要求与分析方法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为婴幼儿提供托辅、保教、服务等室内场所，其它婴幼儿室内环境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医院婴幼儿室内环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204.1-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物理因素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204.3-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3 部分：空气微生物

GB/T 18204.6-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6 部分：卫生监测技术规范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118-2010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婴幼儿室内空气质量 indoor air quality for infants

为0～6岁婴幼儿提供托辅、保教、服务等室内场所的空气质量。

4 空气质量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婴幼儿室内空气质量指标应符合 GB/T 18883-2002 的规定。

4.1.2 室内空气应无毒、无害、无异常嗅味。

4.1.3 室内空气不得检出致病菌（β-溶血性链球菌、军团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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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室内尘螨

尘螨是室内主要过敏源。对室内环境应定期进行清洁消毒，防止尘螨及其分解物污染空气。

4.2 室内空气质量分级

室内空气质量分为三级，按表1进行分级。一级表示空气质量为优，二级表示空气质量为良好，三

级表示空气质量合格。所有污染物项目，任何一项未达到三级要求，则表示空气质量不合格。空气质量

按所有项目中最低的等级进行评定。

表 1 婴幼儿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分级

序号 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1 甲醛（HCHO） 1小时均值 0.03 0.06 0.10 mg/m3

2 臭氧（O3） 1小时均值 0.05 0.12 0.16 mg/m3

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8小时均值 0.2 0.5 0.6 mg/m3

4 PM2.5 24小时均值 15 35 75 µg/m3

5 真菌总数 / 200 500 1000 cfu/m3

6 菌落总数 / 500 1000 2500 cfu/m3

7 二氧化碳（CO2） 24小时均值 0.08 0.09 0.10 %

4.3 通风换气

婴幼儿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换气并配备新风净化装置（不应使用不便于清洗的管道式吊顶新风设

备），达到表1的空气质量要求，室内环境背景噪音应符合GB 50118的规定。

5 分析方法

5.1 空气采样要求

布点方式、采样时间和频次、采样方法等按照GB/T 18883-2002和GB/T 18204.6-2013的规定执行。

5.2 分析方法：

5.2.1 空气质量分级项目分析方法

婴幼儿室内空气质量分级项目分析方法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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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室内空气质量分级项目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1 甲醛（HCHO） GB/T 18204.2-2014 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气象

色谱法

2 臭氧（O3） GB/T 18204.2-2014

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GB/T 18883-2002附录 C

4 PM2.5 GB/T 18204.2-2014

5 真菌总数 GB/T 18204.3-2013 撞击法

6 菌落总数 GB/T 18883-2002 附录 D

GB/T 18204.3-2013 撞击法

7 二氧化碳（CO2） GB/T 18204.2-2014

5.2.2 空气质量其它项目分析方法

婴幼儿室内空气质量其它项目，如温度、湿度、空气流速、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

甲苯、二甲苯、苯并[a]芘、新风量、氡等检验方法按照GB/T 18883-2002规定的方法进行。

5.2.3 室内噪音分析方法

室内噪音测试方法按照GB 50118-2010附录A或GB/T 18204.1-2013的规定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