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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室内空气污染来源与防治》由9章构成。
第1章介绍室内空气污染物的类型和来源；第2章介绍国内外室内空气污染控制及管理措施和经验；第3
章介绍我国现阶段居民居室及公共场所室内空气污染特征；第4章介绍我国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包括人
造板材、内墙涂料、瓷砖的环保性能抽检情况；第5章介绍我国市售家具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情况；
第6章介绍有关我国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污染物散发标识体系研究进展；第7章介绍通风与室内空气质量
的关系；第8章介绍我国目前的室内空气净化技术，包括净化产品的净化效果实验室测试以及净化产
品的定量考核指标体系开发；第9章阐述我国室内空气污染控制的综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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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吸附净化方法 该法是将污染空气通过吸附剂层，使污染物被吸附剂所捕捉从
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优点是选择性好，对低浓度物质清除效率高，且设备简单，操作方便，适合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放射
性气体氡、尼古丁、焦油等的净化。
对于甲醛、氨气、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氢氰酸等宜采用化学吸附。
 吸附剂一般有活性炭、沸石、分子筛、硅胶等，在室内空气净化中目前使用较广的是活性炭。
它吸附能力强、化学稳定性好、机械强度较高、来源十分广泛。
此外，经过改性处理的活性炭和分子筛也达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且效果良好。
 活性炭是一种黑色微晶质碳素材料，内部微孔结构发达（1 g活性炭内部微孔展开面积可达300～1
000m2不等），是一种优良的吸附剂、催化剂和催化剂载体，被广泛运用于现代工业、科技、医疗、
军事及日常生活等几乎所有的领域。
 活性炭吸附作用主要是物理吸附，对各种气态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可用“亲和系数”描述。
活性炭对有机气体的吸附性能较好，而对无机气体较差。
 活性炭按其原料来源可分煤质活性炭、木质活性炭、有机活性炭、再生活性炭、果壳类活性炭和椰壳
类活性炭等。
其中，以棕桐果壳和椰壳制成的活性炭为活性炭中的上品，常被用来作为空气净化和制作成工业防毒
面具，供有毒气体环境中的人员使用。
 活性炭中加入适量天然沸石或碘化钾后，能增加活性炭吸附空气中有毒气体种类的范围，使其具有相
当大的化学吸附和催化效应。
现代工业生产活性炭主要使用酸处理工艺，其中磷酸处理工艺是加工处理活性炭、调整特殊孔径要求
的主打技术。
活性炭是现代工业的主要吸附剂，也还被用在对抗生化武器的军用防毒面具中，过滤沙林毒气和炭疽
菌等。
 活性炭净化有害气体的效率很高，但是存在吸附饱和的问题，再生过程比较麻烦。
此外，活性炭对湿度敏感，某些化合物（酮、醛和酯）会阻塞气孔而降低效率。
因此，其在室内空气净化器的应用受到了影响。
 目前已研制出蜂窝状活性炭、活性炭纤维（ACF）和新型活性炭等。
其中，ACF由于其优越的吸附性能，成为近年来深受人们青睐的吸附材料。
它能有效除去空气中的挥发有害气体，同时，对可吸入颗粒物也有很好的去除效果。
此外，在活性炭中添加一些物质经化学处理后，使其对原吸附很弱的气体（如NOx和SO2等）的吸附
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ACF对于去除室内空气中低浓度的污染物是非常有效的，它是目前多种净化设备中用于过滤滤芯的一
种主要材料。
但是，能在活性炭中发生聚合反应的VOCs物质不宜采用这种方法。
此外，大分子高沸点的有机物也不宜用该方法。
可见，活性炭虽然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但由于它是将气态污染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而并
不能彻底地将之去除，从而会给使用和环境带来后遗症。
 物理吸附法只能暂时吸附气态污染物和少量的颗粒物。
当温度、湿度、风速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所吸附的污染物及颗粒物有可能会出现游离，尤其是接近吸
附饱和时，污染物会重新进入空气中。
此外，吸附达到饱和就不再有吸附能力。
如不进行及时脱附或更换吸附材料，被吸附的有害物质、细菌、病毒等随时有重新释放出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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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室内空气污染来源与防治》的编著正是基于此背景，在2007年国家环保公益性科研专项的资助下得
以完成。
《室内空气污染来源与防治》通过参考国外有关标准法规和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和学术交流资
料，从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现状调查、特征分析着手，阐明不同的污染控制环节——源控制、通风、净
化对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作用和意义，最终提出我国的室内空气污染防控综合对策，从而为我国环境
技术管理体系中室内空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技术文件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和配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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