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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去除率检测报告怎么办理？

CMA、CNAS资质章的甲醛去除率报告，报告；属于第三方甲醛去除率检测机构，对光触媒、活性炭、
稀土、矿石等材料进行甲醛、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TVOC去除率的检测与测试！欢迎随时来我
司了解办理！

甲醛去除率检测报告办理-除甲醛剂除醛率检测报告办理插图

室内空气净化效果测定方法QB/T 2761-2006

1 范围

本范围规定了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去除室内污染物质效果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室内空气被动式净化材料对污染物去除效率的测定。主动式净化器按GB/T18801-2002
《空气净化器》规定进行。

关于微生物污染的净化产品的测定，按照卫生部有关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有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
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
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6129-1995 居住区大气中甲醛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分光光度法

GB/T 18204.26-2002 公共场所空气中甲醛测定方法

GB/T 11737-1989 居住区大气中苯、甲苯和二甲苯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气相色谱法

GB/T 18801-2002 空气净化器

3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试验舱

模拟在室内空气中对净化产品的净化效果进行测试的设备。

3.2净化产品

净化产品系指主动式净化器及被动式净化材料。

3.3主动式净化器

以外力为动力的净化材料或净化装置。

3.5去除率

净化产品投入使用后舱内污染物浓度下降的百分数。

3.6释放源

能够把有害成分或能量释放挥发出来的物质。

4 仪器和设备

4.1 气泡吸收管 有5mL和10mL刻度线。

4.2 空气采样器 流量范围 (0～2)L/min，流量稳定。

4.3 10mL具塞比色管。

4.4 活性炭采样管。

4.5 分光光度计 具有500nm波长，配有10mm光程的比色皿。

4.6 气相色谱仪 附氢焰离子化检测器。

4.7 便携式甲醛检测仪。

4.8 1.5m3空气试验舱 见附录A。

5 样品的准备



被动式净化材料按产品说明书制作适量的受试样品。无产品说明书的产品，在三张1m2的基纸上(要求为
惰性材料)分别将净化材料喷(涂)三遍(用小型喷雾泵尽量喷涂成细雾状。喷涂*一遍晾干后再喷第二遍，
第二遍晾干后再喷涂第三遍(涂刷式材料用量：200g；喷涂式材料用量：100g)。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一般条件

用两个空气试验舱(A为空白舱，B为样品舱)进行测试净化产品去除气体污染物质的浓度。试验条件在常
温常压下进行。

6.2 试验舱的要求

见附录A。

6.3 试验舱预处理

6.3.1 空气试验舱内应清洁干净，大限度地净化舱中的空气质量，保证无污染物。

6.3.2 试验前需将两舱分别做出释放源的释放曲线，基本平行后，再进行例行试验。

6.4 释放源的准备

将425px 1000px的医用脱脂纱布5层卷在2支直径5mm，长30mm的玻璃棒上，用棉线固定并将其直立放在5
00mL的试剂瓶中，装入200mL的污染物，浓度分别为甲醛0.2%、氨1%、苯0.06%、甲苯0.1%、二甲苯0.4%
；TVOC按苯、甲苯、二甲苯的规定比例配制，各种试剂为分析纯。容器贴有A1、B1标识，待纱布完全
湿润后，即可投入使用。

6.5 实验步骤

6.5.1 将未经处理的基纸悬挂于空白试验舱A中，再将经过喷涂净化材料的基纸悬挂于试验舱B中；或将待
测净化器样机放置于试验舱B中间部位。

6.5.2 将装有配好的污染物释放源A1和B1的容器分别置于空白试验舱A和样品试验舱B中，立即关闭舱门。

6.5.3 开启空白试验舱A及样品试验舱B的风扇，搅拌1min，使舱内空气与释放源释放的污染物混匀后，同
时关闭风扇，对空白舱内进行空气采样，测定空白舱内空气中污染物浓度值为初始浓度，记作C0。

6.5.4 24h后对两舱内空气污染物的浓度进行采样，分析测试，即为某一时间段内A、B舱的浓度值，记作C
A与CB。

7 采样及采样结果分析

7.1 采样方法

出气口与舱外空气采样器或测试仪器的进样口相连接，以一定流量通过吸收管，采样管或测试仪器采集
舱内空气样品。采样和分析按照GB/T 18883中规定的方法。有条件时较好选用自动分析仪器，连续测量
舱内污染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值。分析仪器应符合室内环境检测的技术要求，定期进行校准。

7.2 吸收液采样



根据不同污染物的要求，用一个内装5mL或10mL吸收液的气泡吸收管，与试验舱壁上的采样管口连接，
以0.5L/min或1.10L/min的流量，分别采气10L或20L。采样完成后，立即用胶帽封闭试验舱的采样管口，记
录采样时的温度和大气压力，采样后样品在室温下应在24h内分析。

7.3 活性炭采样

在采样点打开活性炭管，一端与试验舱采样管口连接，另一端与空气采样器入气口连接（连接时注意采
样管的箭头方向），以0.5L/min的速度，抽取10L空气。采样后，将爱样管的两端套上塑料帽，并立即将
试验舱的采样管口封闭，记录采样时的温度和大气压力。

7.4 采样结果分析

污染物甲醛的检测方法按GB/T 16129-1995或GB/T 18204.26-2002进行；苯用苯系物的检测方法按GB/T
11737－1989进行；其他污染物的检测可按GB/T 18883－2002进行。

8 被动式净化材料对污染物去除率的计算

8.1 被动式净化材料对污染物去除率可按式（1）计算。

8.2进行第三次、第四次采样，也可依此公式计算不同时间的污染物去除率，加以比较，得出随时间的推
移，被动式净化材料对污染物去除率的变化趋势图。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空气试验舱的结构及设备

A.1 空气试验舱的结构

A.1.1 空气试验舱容积0.9m×0.9m×1085m=15m3

A.1.2 框架76mm×44mm铝型材。

A1.3 壁用厚度为5mm浮法平板玻璃。

A.1.5 顶板同壁。

A.1.6 密封材料及气密性试验舱体材料应无吸附性，化学反应惰性(如玻璃或不锈钢)，试验舱体内表面应
光滑，所有连接处应使用具有气密性能的材料(如硅橡胶)密封，保证试验舱的漏气率小于0.05m3/h。

A.1.7 风扇选用合适的可调式低速风扇，控制开关在舱外。

A.1.8
采样孔位于舱壁距舱底1.3m高处，采样管为金属管，连接舱内外空气，采样管舱外端用橡胶帽密封。

A.2 释放源放置容器玻璃容器。

A.3 试验舱的要求试验舱内空气应无毒、无害、无异常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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