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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1 从工程入手，控制室内环境污染 20世纪70 年代发生于

西方发达国家的室内环境污染问题，于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

国广泛出现，来势凶猛，各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问

题日益突出，以至于到了不抓紧解决，似要影响到社会安定

的严重程度。《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日以“家庭装修不少

，各种纠纷真多”为题发表署名文章说：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提供的材料，住宅装修业1997年为第二不满意服务行业

，1998年对家庭装修质量的投诉为全国消费者投诉第二大热

点，1999年，它仍是投诉十大热点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

投诉内容即为装修引起的污染问题。 这种现象是在中国进

入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情况下出现的。随着社会

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住房条件不断

改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居住和办公场所等民用建筑的装

修程度越来越高，各种新型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不断涌现。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各方面管理工作跟不上，于是各种

各样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只是其中问题

之一。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90年代后期的几年中，国家建设

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999年，建设部联合国家其它7个部委

，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

量的若干意见》的报告。 199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

（1999）2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强调指出：“要重视住

宅节能、节水和室内外环境等标准的制订工作。⋯⋯加强住



宅建筑中各个环节的质量监督、完善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和住

宅项目综合验收制度，未经验收的住宅，不得交付使用”。 

随后，建设部以建住房（1999）114号文件下发了《商品住宅

性能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管理办法”根据住宅

的适用性能、安全性能、耐久性能、环境性能和经济性能划

分等级，并明确由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管理商

品住宅性能认定工作。“管理办法”规定，商品住宅的安全

性能内容包括“室内有毒有害物质的危害性”，并要求在住

宅性能认定之前“进行现场测试或检验”。从此开始，住宅

建筑内环境污染状况被正式纳入我国工程质量验收考核内容

。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问题暴露出我国建筑业、化工

建材行业发展上的失控，表明急需提高行业科技水平。实际

上，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未注意民用建筑工

程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及至70年代接连发生恶性室内环境污

染事件后，方开始着手查找原因，并从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

的生产、市场管理及建设过程进行控制。 2000年初，建设部

确定立项编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国家

标准，由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作为该标准主编单位，负责

标准编制工作。 在编制本标准过程中，建设部领导多次作出

指示，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问题也十分重视，家宝副总理、岚

清副总理均对此做有批示。家宝副总理在2001年6月的一次批

示中说：“此事关系居民身体健康，应引起重视。”并责成

建设部、卫生部、质监总局办理。家宝副总理、岚清副总理

在同年的另一次批示中说：“明确此项工作由建设部牵头负

责，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统一标准，完善法规，加强对生产

、市场、装修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查，严格对违轨行为的惩



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均问及此事。这些，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人民生活和健康安全的关心。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控制规范》是中国第一部实施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

控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将控制的污染物种类限定为5

类，即：甲醛、氨、苯、TVOC（可挥发的有机化合物）和

氡。室内环境污染已经检测到的有毒有害物质达数百种，常

见的也有10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为有机分子，另还有氨、

氡气等。在拟订本“规范”过程中，编制组人员参考国内外

大量研究成果，组织了多项专题验证性调查和研究。这些调

查研究可以反映出我国目前所使用的建筑装修材料的性能状

况，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测试结果表明，将氡、甲醛、氨、

苯、TVOC及材料中TDI等列为本规范控制的污染物是适宜的

。理由是：（一）、这几种污染物普遍存在，属常见污染物

；（二）、这几种污染物挥发性强，空气中挥发量较大，对

身体危害较大，如甲醛、氨对人有强烈刺激性，对人的肺功

能、肝功能及免疫功能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氡、苯

、TDI、及TVOC中的多种成分都具有一定的致癌性等等，社

会上各方面的反响大。将这几类污染物首先列为控制对象，

与国内已开展此类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意见相一致。 标准对工

程建设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均提出了具体要求，体现了工程

建设全过程控制污染的精神。 例如，在工程勘察设计阶段，

要进行工程地点土壤氡浓度调查。这是因为，室内氡污染除

与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有关外，还与土壤氡浓度有

关。住宅、办公楼等一楼（甚至某些情况下的二楼）房间内

的放射性氡气往往主要来自地下，即来自土壤、岩石中的氡

。为弄清情况，西方发达国家对土壤中的氡浓度较早进行了



普查，供建设规划部门参考。由于此前我国未全面开展这一

工作，也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利用，因而，只能在具体工程

的勘察设计阶段进行工程地点土壤中氡浓度调查，并根据调

查结果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 在施工阶段，根据建筑物的分

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有不同要求

。例如，“规范”要求，工程中所采用的无机非金属建筑材

料和装修材料必须有放射性指标检测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

求和本规范的规定。工程室内装修中所采用的人造木板及饰

面人造木板、水性涂料和胶粘剂等，必须有游离甲醛含量或

释放量检测报告，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规定，等等

。当检测项目不全或对检测结果有疑问时，必须将材料送有

资格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在工程竣

工验收阶段，“规范”规定：“民用建筑工程及室内装修工

程的室内环境质量验收，应在工程完工至少7天以后、工程交

付使用前进行”；“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必须进行室内环

境污染物浓度检测”； “ 民用建筑工程验收时，凡进行了样

板间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且检测结果合格的，抽检数量

减半，并不得少于3间”；“当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的全部检

测结果符合本规范的规定时，可判定该工程室内环境质量合

格”；“室内环境质量验收不合格的民用建筑工程，严禁投

入使用”等。 除了“规范”之外，2001年后，建设又陆续出

台了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和《住宅

装修施工规范》，在这两个标准中，“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控制规范”的若干要求均得到体现，从而保证了从工

程入手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目的得以实现。 无污染是人们对

室内空气品质的起码要求，也是绿色建筑必不可少的内容。



“规范”实施3年来，各地室内环境污染情况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执行“规范”力度大的地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明显

提高，因污染而发生的纠纷有所减少，可以说，污染控制已

收到初步成效。 2 控制建筑材料的污染，从源头上治理 民用

建筑工程的室内环境污染主要产生于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

因此，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为此，2001年，国家质量技

术监督局组织有关部门着手编制了10个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

污染物释放限量标准，与“规范” 相互补充，相辅相成，配

套成一个控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的标准体系。 执

行10个材料标准是执行“规范”的基础，如果不执行材料标

准，建筑装修材料的污染问题不解决，“规范”将难以贯彻

执行；当然，如果不坚决执行“规范”，不从工程上严格控

制材料的环境品质，那么，各种污染严重的材料仍然有好的

市场，建筑装修材料的污染控制也将是一句空话。 “规范”

的贯彻执行推动了我国建材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规范” 

不允许使用的建筑装修材料将逐步被淘汰。大量的等级较低

的无机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将逐渐退出市场，同样，建筑材

料及装修材料在进入建筑工地前，必须出示相关指标的检测

报告，如果有害物质含量超过限量，将不允许在工程中使用

，进口商品也须进行商检，并必须符合我国标准规定。 “规

范” 的贯彻执行将推动生产企业努力改进工艺，降低成本。

随着“规范”的实施和品质不好的产品退出市场，那些品质

好的、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将逐渐占领市场。但是，对目前

生产企业来说，提高产品环境品质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品成本

提高。经验表明，如果商品价格过高，超过多数用户的承受

能力，将会产生另一方面后果：产品失去与进口商品的竞争



能力，假冒伪劣商品再度抬头，企业和社会再次陷入困境。 

据了解，目前我国建筑材料工业正在逐步提升行业科技水平

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在健康发展

。 3 全社会推动的作用 解决室内环境污染问题，不仅要加强

建筑工程和装修工程的管理，要提高建筑装修材料生产的科

技水平，还要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综合整治。 “规范”和10个材料标准发布

以来3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2002年，国内百家企业联合

发起“北京宣言”，带头贯彻执行国家标准；全国各地不少

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动安排在住宅建设开工前进行土壤氡调查

，在房屋建筑竣工前主动安排进行室内污染物检测；不少地

方工商、质检等部门联合对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市场进行检

查和清理整顿，超过标准的材料不许进入市场；有的地方装

饰企业公开对社会做出承诺：不使用有污染的材料、保证作

到装修环保化；有的建筑装修材料市场对社会作出承诺：进

入市场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用户如果有怀疑，市

场管理部门免费进行检测，材料使用之后，免费进行室内空

气检测，等等。上海进出口检验检疫局2003年上半年宣布17

个型号的内墙涂料因甲醛、TVOC或苯超标（有的达3-4倍）

而不许进口。种种迹象表明，向社会提供无污染房屋正在成

为一种新的市场动向，成为一种新的竞争优势。社会各方面

配合推动绿色环保建筑正在成为一股潮流。 据不完全统计，

控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的系列标准发布前后，北京

市室内污染超标情况分别已由49%下降为20%，杭州也由74%

下降到40%左右；几个省市抽查板材甲醛释放量结果表明，

平均超标率由标准发布前的80%左右降到40%以下。 但是，



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解决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问题

还要走一段长路，还存在许多困难。例如，控制材料的有害

物质释放量牵涉到成千上万的生产厂家，对大部分企业来说

，提高生产工艺水平、淘汰落后产品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恐怕不少企业将面临破产危险。建筑装修材料假冒伪劣产

品泛滥、市场管理混乱的局面由来已久，整治市场秩序将是

一场“持久战”。为作好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要抓紧作好

各项工作：生产企业要增强竞争意识和紧迫感，努力提高产

品的环境品质；有关行业管理部门须抓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严格产品检测认证；要全面加强对建筑装修材料的市场监

督，逐步淘汰落后产品；建设系统要严格设计管理、施工管

理、工程竣工验收管理和检测工作；社会各方面要普及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的有关知识，提高全民室内环保意识

，加强自我保护和社会监督等，否则，控制污染将难以做到

。 4 从控制室内污染到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概念出现在上

世纪末期，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联系，包括了规划、设计

、施工和工程交付使用后物业管理的建设全过程，涵盖了建

筑、规划、园林、暖通空调、建筑材料、给排水、建筑经济

、物业管理、建筑电气、节能等方面。近年来，“绿色建筑

”概念开始在我国出现，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体现了

我国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现状，也表明了我国建筑业整体

水平在不断提高。 按照发达国家关于绿色建筑的概念，所谓

“绿色建筑”必然是、也必须是室内空气品质优良的建筑。

在发达国家，要求工程规划设计应包括可持续的场地设计，

其中要求进行以下工作：分析场地目前的空气质量，进行土

壤和地下水的检测，评估以往农业活动所带来的砷、杀虫剂



和铅的残留危害程度，评估以往工业活动所可能留下的重金

属、化学物质、致癌物质等化学残留物质影响；在天然土壤

中氡含量较高的地区，评估工程地点土壤中氡的影响等，这

些工作将对选址是否可行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还要求控制

建筑材料中有害物质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人造板材要进行

甲醛释放量检测等等。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目前所做的工作

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发展绿色建筑既是建筑业的发展方向，

也是建筑业的历史责任，任重而道远。但是，从控制室内环

境污染到实现绿色建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是人们普遍向

往的目标，也是建筑业和建筑材料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

势。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实现，建筑业的

跨越是必然的，绿色建筑将在我国越来越显现出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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