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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城乡居民有 ７０％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故室内空气质量的好坏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本标准遵循

“引进”和必要的验证原则，结合我国国情，经过检索国内外的有关资料数据，并进行了验证性的臭氧毒

性研究及室内臭氧水平的调查。综合分析后，从防止臭氧暴露的毒效应考虑，以毒性指标为依据，参考国

外有关的标准（基准）定出室内空气臭氧的卫生标准和检验方法。本标准是国家室内空气污染物的卫生

标准之一。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山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宏、陈成章、蔡承铿、黎大明、余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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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空气中臭氧的最高容许浓度和监测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室内空气的监测和评价，不适用于生产性场所的室内环境。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５４３７—１９９５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

ＧＢ燉Ｔ１５４３８—１９９５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

 标准值

本标准以时间平均浓度表示，１ｈ平均最高容许浓度为 ０．１ｍｇ燉ｍ３。

 监测检验方法

本标准监测检验方法见附录 Ａ（标准的附录）。
在不具备上述仪器监测条件的情况下，可按 ＧＢ燉Ｔ１５４３７的测定方法执行。

１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室内空气臭氧浓度监测检验方法 紫外光度法

﹢ 原理

本方法基于臭氧吸收 ２５４ｎｍ波长紫外光，由检测器检测光能强度，通过样品空气与经臭氧涤去器

除去臭氧的零空气的光能强度比，借助微机处理换算为臭氧浓度。

﹢ 仪器和技术条件

﹢ 采用紫外吸收式臭氧分析仪。
﹢ 量程：０～２ｍｇ燉ｍ３。
﹢ 仪器精度：±４μｇ燉ｍ３。
﹢ 最小可检测浓度：４μｇ燉ｍ３。
﹢ 零点漂移：＜２μｇ燉（ｍ３·２４ｈ）。
﹢ 工作环境温度：５～４０℃，标准校正在 ２５℃±１℃下进行，２０℃至 ３０℃之间使用仪器读数有效。

﹢ 仪器的校准

按 ＧＢ燉Ｔ１５４３８中 ６１紫外臭氧分析仪的校准操作。

﹢ 测定

﹢ 在现场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测定点。
﹢ 仪器放置在测定现场，通电预热紫外灯至额定工作灯压。
﹢ 将样气管口置距地面 １５ｍ的高度，周围尽量避免物体界面的存在。
﹢ 调定输入样气流量 ０．５Ｌ燉ｍｉｎ。
﹢ 测定时间为 １ｈ，此间按一定间隔时间至少读取 １２个数据求平均。
﹢ 当测定环境空气中悬浮颗粒浓度大于 １００μｇ燉ｍ３时，建议在进样口加装聚四氟乙烯粒子过滤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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