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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

第1454号

关于发布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技术规程的公告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年第二批协

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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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月日起施行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



前言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程以下简称

本规程是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年第二

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号的要

求进行编制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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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共分章和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

号基本规定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部品部件污染物控制施工安

装污染物控制空气质量检测与验收等

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

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环境与节能专业委员

会归口管理由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

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给深圳市建

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三路号

建科大楼邮编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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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为保障公众健康预防和控制装配式内装修工程中材料

部品部件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

用提高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民用建筑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

1.0.3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

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语和符号

2.1术语

2.1.1装配式内装修






遵循管线与结构分离的原则运用集成设计方法统筹隔墙和

墙面系统吊顶系统楼地面系统厨房系统卫生间系统收纳系

统内门窗系统设备和管线系统等将工厂化生产的部品部件以

干式工法为主进行施工安装的装饰装修模式

2.1.2部品部件






通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满足建筑装饰功能要求的可现

场安装的内装模块单元

2.1.3污染物释放率






在规定时段及环境条件下单个部品部件或单位面积材料的

污染物释放速率

2.1.4规定指标法






装修设计时规定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和用量的污染物控

制方法

2.1.5性能指标法






装修设计时采用污染物预评价对设计方案优化使室内空气

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的方法

2.2符号

C房间污染物浓度控制目标

Ei第i个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

n新风换气次数

Si第i个部品部件数量或面积

V房间体积





3基


本


规


定

3.0.1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应主要控制甲醛苯

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3.0.2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相关现行国家标

准的规定工程有特殊要求时可按本规程附录 的规定提升空气

质量控制目标

3.0.3装配式内装修工程设计时应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

3.0.4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应管控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放应从设

计生产安装验收等环节进行室内空气质量全过程控制





4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

4.0.1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应以污染物释放率作为

评价指标

4.0.2装配式内装修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应根据工程室内空气

质量目标进行污染物预评价制定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放率控制

要求

4.0.3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应将室内空气污染源分解至对应部品

部件用量应按分解数量或实际最大暴露面积计算

4.0.4污染物控制设计应采用性能评价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根据装修方案和部品部件集成程度应建立计算模型主

要信息应包括房间尺寸材料种类和用量

2应确定工程室内环境质量控制目标包括确定工程交付计

划和交付使用后室内空气质量等级室内空气中污染限量等信息

3输入计算边界条件计算边界条件可包括部品部件污染物

释放特性参数通风时间计划室内环境温湿度等

4计算工程完工后室内污染物浓度污染物负荷并应解析

污染物源组成

5室内污染物浓度高于工程控制目标限值时应优化方案

6输出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及其他需要展示和

说明的信息

4.0.5当具备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数据时污染物控制设计可

采用规定指标法按下式计算房间内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


n

i=
SiEi

Vn
C 

式中n计算房间新风换气次数





Si
第i个部品部件数量个与污染物释放率单位

对应 

Ei第i个部品部件 污染物释放率套



V计算房间体积

C房间污染物浓度控制目标

4.0.6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应出具计算书并明确部品部件的污

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





5部品部件污染物控制

5.1一


般


规


定

5.1.1部品部件应在设计选材生产包装运输等环节进行污

染物控制确保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满足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

要求

5.1.2部品部件设计时应根据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要求合理

选择部品部件生产原材料生产所用原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5.1.3部品部件应具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在使用前宜进行抽样

检测

5.1.4部品部件生产应先制作样板检测确定样板污染物释放率

满足控制要求后再进行批量生产当部品部件样板的污染物释放

率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优化工艺或调整原材料

5.1.5部品部件出厂前应检验污染物释放率每类部品部件同一

生产批次的抽检量不应少于套并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当部品

部件出厂抽检的污染物释放率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在出厂前完

成整改

5.2部品部件污染物控制要点

5.2.1部品部件设计时应明确部品部件构造和节点做法并宜采

用干法连接方式

5.2.2部品部件应根据设计技术要求在工厂内完成加工

5.2.3部品部件应在生产环节进行防水防潮防霉防火防腐 

防虫等处理处理剂应符合原材料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5.2.4装配式隔墙墙面应重点控制饰面层的污染物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隔墙墙面饰面层宜按污染物释放率不高于隔墙墙面系

统整体污染物释放率的要求选材

2饰面处理应与墙板集成化设计并在工厂内完成饰面作业

3饰面处理与基层龙骨之间的装配宜采用免裱糊免铺贴

工艺

4隔墙填充应采用低污染材料

5.2.5装配式吊顶应重点控制饰面层的污染物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吊顶应采用自带饰面的板材

2吊顶板材应按污染物释放率不高于吊顶系统整体污染物

释放率的要求选材

5.2.6装配式楼地面面层材料应按污染物释放率不高于楼地面

系统整体污染物释放率的要求选材

5.2.7集成厨房可分为橱柜地面墙面吊顶厨房设施应重点

控制橱柜的污染物集成后整体污染物释放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5.2.8整体卫浴可分为浴室柜地面墙面吊顶洁具应重点控

制浴室柜的污染物集成后整体污染物释放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5.2.9固装家具应重点控制人造板材的污染物集成后家具整体

污染物释放率不应高于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同功能固装家具用材相同时宜分别按各自污染物释放

率要求控制或其中最严格要求控制

2家具面板隔板背板材料不同时宜根据面积权重制订不

同部位板材的污染物释放率要求

5.2.10部品部件生产所用涂料胶粘剂等辅材宜采用非溶剂型

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3部品部件检测

5.3.1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样品宜为部品部件整体或工





厂供应的最大集成单元当整体尺寸较大时可抽检单位面积

组件

5.3.2未检测部品部件整体污染物释放率的应检测部品部件重

点污染控制材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装配式隔墙吊顶楼地面应抽检饰面层

2集成厨房应抽检橱柜

3整体卫浴应抽检浴室柜

4固装家具应抽检典型人造板材

5户内木质门应抽检外露饰面人造板

5.3.3检测部品部件污染物应包括甲醛释放率宜包括

苯甲苯二甲苯释放率

5.3.4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附录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试验前预处理时间宜为

2空气样品污染物浓度的分析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的规定

3污染物释放率指标可采用单位面积释放率或单位数量释

放率





6施工安装污染物控制

6.1一


般


规


定

6.1.1施工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当需变更时应按规定程

序办理设计变更

6.1.2施工前待安装的各类部品部件应按计划准备就绪所用部

品部件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6.1.3施工安装使用涂料胶粘剂密封材料时严禁采用溶剂型

材料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1.4当重复使用同一设计方案时宜选择有代表性的空间单

元采用相同部品部件材料和工艺制作样板间并应检测样板间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

6.2部品部件进场与抽检

6.2.1部品部件进场前应查验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

及施工辅助用涂料胶粘剂密封材料的有害物质含量检测报告

6.2.2部品部件进场时应在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见证下抽检复

验污染物释放率检测应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检验结

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6.2.3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进场抽检复验组批要求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的有关

规定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类型同一批次的进场部品

部件应至少抽取一组样品进行复验

6.2.4当工程中所用部品部件的抽检复验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宜

采用性能指标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调整调整后仍不满足室内空

气质量控制要求时该批部品部件不得用于工程 





6.3施


工


安


装

6.3.1部品部件安装不宜现场二次加工当需现场安装补充加

工时应按部品部件说明书或作业指导书操作

6.3.2部品部件安装宜采用干法施工应减少采用胶粘连接

方式

6.3.3部品部件衔接处宜采用收边条减少密封胶用量

6.3.4地面防水宜采用工业化整体防水底盘墙面防潮宜采用柔

性防潮隔膜

6.3.5施工过程不宜进行裁切磨边 打孔等现场作业





7空气质量检测与验收

7.0.1施工前宜检测室内氨氡的本底浓度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后方可开展装修工程

7.0.2施工完成不少于后工程验收或工程交付使用前应进

行工程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

7.0.3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的规定

7.0.4当空气质量不符合控制要求时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措施处

理整改整改后应对不符合项再次加倍抽样检测





附录本规程空气质量目标依据标准的

限值汇总

A.0.1空气质量目标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

控制标准


 执行时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的浓度限量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 A.0.1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2020 规定的污染物浓度限量（mg/m
3）

污染物 类民用建筑工程  类民用建筑工程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注检测条件为采用集中通风的工程应在通风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下进行采

用自然通风的工程应用对外门窗关闭后进行

A.0.2空气质量目标按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执行时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的浓度限量

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A.0.2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

规定的污染物浓度限量（mg/m
3）

污染物 限量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注检测条件为采样前应关闭门窗空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 采样时门

窗空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保持关闭状态使用空调的室内环境应保持空

调正常运转





A.0.3空气质量目标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执行时一星级建筑室内甲醛苯浓度应比

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规定限值降低

二星级三星级建筑室内甲醛苯浓度应比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


规定限值降低

A.0.4空气质量目标按国家标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

技术标准


 执行时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的浓度限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A.0.4国家标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JGJ/T


436—2018 规定的污染物浓度分级（mg/m
3）

污染物
浓度

级 级 级

甲醛  C C

苯  C C

甲苯  C C

二甲苯  C C

  C C

注检测条件为采样前应关闭门窗采样时应关闭门窗

A.0.5空气质量目标按国家标准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

设计标准


执行时以工程验收为目标的甲醛

苯甲苯二甲苯的浓度限量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A.0.5国家标准《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

JGJ/T


461—2019 规定的污染物浓度分级（mg/m
3）

污染物
类公共建筑 类公共建筑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甲醛  C  C

苯  C  C

    

注工程采用连续通风时室内化学污染物设计值为通风系统正常稳定运行时的

平均浓度当不采用连续通风时室内化学污染物设计值应为关闭窗户 
后的平均浓度





用


词


说


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

本适用本规程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环境

污染控制技术规程

T/CECS


1265—2023

条


文


说


明





制


定


说


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调查

研究总结了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

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梳理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风险和防控措施建立了适用于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空气污染

防控的科学方法

本规程编制原则为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与现行相关标

准相协调等

关于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控制等重要问

题编制组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编制组将对其他尚需

深入研究的有关问题多方取证试验探究和工程应用后对本规程

进行更新补充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

行条款规定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程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款的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

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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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2本规程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民用建筑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国家标 准民 用 建 筑 工 程 室 内 环 境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行业标准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等标准对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提

出了相关的规定和指导

相比于传统室内装修工程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采用

工厂化生产和现场干法施工 既有工程标准产品标准主要规定

单种材料或家具的环保要求对于像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等部品

的环保性能管控无相应标准依据如何在设计生产安装等环节

进行环保性能控制存在难题随着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快速发

展有必要针对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具体情况给出污染物控制的

技术指导

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计算装

配率时与室内装修相关的评估项分为内隔墙非砌筑内隔墙面

装修一体化全装修干式工法楼面地面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

管线分离

活动家具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较大宜将工程交付后配置

活动家具纳入建筑室内空气质量管控范围解决以往工程验收合

格使用污染超标的矛盾





2术语和符号

2.1术语

2.1.3不同荷载单位 对应的污染物释放率单位不同如 

套





3基


本


规


定

3.0.1考虑与国家标准的统一本规程对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室内浓度限值和控制方法做了规

定其他由装饰装修工程引起的但未明确规定的化学污染物可参

考本规程的方法进行控制

室内氡污染主要来源于土壤氡及建筑主体材料释放的氡室

内氡污染控制依据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氡防治技术规程




室内氨污染主要来源于建筑用混凝土外加剂应主要

在工程土建阶段进行控制装配式内装修带来的氨污染较少本规

程不考虑但为了确保使用时室内氡氨浓度符合要求宜在装配

式内装修前对氨氡浓度进行检测

3.0.2工程应首先明确空气质量要求并作为工程设计施工采

购验收的控制依据关于空气质量的现行国家标准适用于工程

验收的有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和民用建筑工程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适用于运营使用阶段

的有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和现场干法施工

在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有条件在国家标准基础

上进行提升建议至少达到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对全装修工程空气质量的要求即室内主要污染物

浓度应比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要求

的限值下降或

工程对室内空气质量有更严格要求的也可约定以指定标准

或更严格的浓度限值作为工程空气质量的控制目标相关标准有

行业标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 控制设计 标准 




等

本规程附录 汇总了常用相关标准对甲醛 苯甲苯二甲

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限值便于使用者直接查询

使用

3.0.3空气质量全过程控制流程包括确定室内环境质量目标工

程污染物控制设计部品部件生产污染物控制施工安装污染物控

制工程验收

由于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生产环节对部品部件环保性

能整个工程的环保性能保障尤为重要因此与传统装修工程空气

质量全过程控制相比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空气质量控制增加了部

品部件生产环节的污染物控制其他环节污染物控制侧重点也有

所差别

3.0.4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在内装修设计时应开展污染物控制设

计评估和优化内装修设计方案的环保情况可由内装修设计师完

成或由其他工程技术人员配合完成





4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

4.0.1装修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取决于材料污染物释放

率水平污染物释放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污染物释放率

特性参数初始可释放浓度扩散系数分离系数的耦合可全面描

述材料的污染释放规律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可能是单一

材料也可能是多种材料复合而成采用污染物释放率作为

评价指标可反映部品部件集成后的综合环保水平目前材料方

面的现行标准对释放量释放率的检测周期有多种不同的要求有

有的甚至长达本规程采用污染物释放率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国际相关污染物释放率测试周期普

遍采用即二是经过材料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

已基本趋于稳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使用时的释放水平

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及其释放特性参数检测方法见本规程

第节

4.0.2室内装修污染是由建筑情况室内装修设计方案装修部

品部件和材料的类型与用量部品部件和材料污染物释放特性通

风情况装修施工进度装修交付时间环境温湿度等诸多因素综

合影响的结果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规定全装修建筑项目对室内空气中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

物进行浓度预评估在设计阶段时以总量控制为原则以空气质

量目标为导向合理制订工程所用部品部件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

要求指导工程后续的采购生产施工从源头进行有效的事前污

染防控工程空气质量控制目标根据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确定





4.0.3对于装配式内装修工程按照装配化情况进行污染源拆

分一般与采购生产时的单元划分一致如分为楼地面隔墙吊

顶厨房卫生间门窗各种固定家具等以各部品部件为单元进

行污染管控有助于相关责任主体明确要求尤其是部品部件生

产供应单位对于楼地面等由木地板地毯按传统装修模式铺

装的则按材料为单位进行分解

装修部品部件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主要是由暴露于

空气中的表面污染释放引起的因此进行污染物预评价时应对工

程所用的各类部品部件和材料的用量进行统计一般按面积指标

统计实际最大暴露面积由于部品部件表面不规则由多种材料

复合而成统计面积较为困难可直接统计部品部件的数量对于

部分采用装配式内装修的工程则装配式部分可按部品部件数量

进行统计非装配式部分按材料面积进行统计

4.0.4室内空气污染受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且是一个动态变化

过程性能指标法是一种性能化的系统综合考虑的方法着眼于

总体室内空气质量是否满足控制目标的要求借助于模拟手段耦

合影响装修污染的各主要因素预测工程建成后各房间污染物浓度

水平解析污染源对室内空气污染影响权重用于支撑评估决策

从而合理制订工程拟采用的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或

指导项目合理优化方案

性能评价法采用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来实现通过算法数据

库的支撑实现智能化的优化设计既能确保空气质量能够符合控

制目标也能确保各污染源的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及其他要素

的合理性

行业标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附录 中详细说明了性能指标法的原理方法和工具

也适用于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污染物模拟计算表为某装配式

公寓的污染物预评价计算案例





表1典型算例边界信息

房间信息

功能公寓房间面积房间层高

布局单间包括起居室开放式厨房卫生间

温湿度

控制目标
完工污染物浓度符合比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限值降低

部位 材料部品部件类型 数量 施工安装时间

隔墙墙面 硅酸钙板  涂膜隔墙 套表面积 

吊顶 铝扣板 套表面积 

楼地面 木地板  

集成卫生间 集成卫生间 套 

集成厨房 集成厨房 套 

收纳柜

收纳衣柜 套 

收纳储物柜 套 

图图为装修安装期间及完工后房间甲醛浓度趋势和各

部品部件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的权重

时间

验收日

降低

10%

甲
醛
浓
度
（m
g
/m
　　
）
3

图房间甲醛浓度趋势图





楼地面

权
重
（%
）

隔墙、墙面 吊顶 集成厨房 集成卫生间 收纳储物柜 收纳衣柜

图房间甲醛污染源影响权重

根据污染物浓度计算结果和污染源解析结果并结合各类部

品部件确定项目材料和甲醛释放率要求见表

表2部品部件甲醛释放率控制要求

部位 材料部品部件类型 甲醛释放率控制要求

隔墙墙面 硅酸钙板 涂膜隔墙 套或

吊顶 铝扣板 套或 

楼地面 木地板 

集成厨房 集成厨房 套

集成卫生间 集成卫生间 套

收纳柜
收纳衣柜 套

收纳储物柜 套

4.0.5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各部品部件安装时间较集中安装施工

周期一般较短规定指标法不考虑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的衰

减在室内污染物浓度控制目标部品部件用量等条件的约束下 

合理分配和优化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放率要求





当计算房间室内污染物浓度达到平衡稳定时可简化为式

各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放强度为其污染物释放率与其

荷载的乘积不同污染源的污染物释放率可用不同单位表述 常

用的有其对应荷载单位为 污染物释放率用

套表述时对应荷载单位为套各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

放率配置既要满足各部品部件散发污染叠加后室内污染物浓度符

合控制目标的要求也要确保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与目前各部

品部件行业或市场产品的环保水平现状或可提升水平相符这就

要求设计师等要有成熟的经验和较丰富的数据支撑另外污染

物释放率受温度湿度等条件的影响需要结合工程温度湿度设

计条件对其进行合理修正

式中室内污染物浓度为稳定浓度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等工程验收标准

规定自然通风的房间门窗关闭条件为在该条件下室内污染物

浓度未达到稳定且随着门窗关闭时间的不同污染物浓度变化较

敏感采用规定指标法作为简易判定方式按照最不利原则式

未考虑在门窗关闭时间较短室内污染物浓度未达到稳定

的修正要求较性能指标法严苛

4.0.6工程污染物控制设计应出具相应的计算书以便查验计算

书应包括工程建筑和房间信息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部品部件

信息边界条件设定情况计算结果部品部件控制要求等内容

通过将控制要求在计算书设计图纸中进行明确地说明作为工程

部品部件采购生产施工验收等环节进行质量控制的重要依据

以确保工程污染物控制措施的执行落实





5部品部件污染物控制

5.1一


般


规


定

5.1.1传统装修工程以原材料为管控单元工程以材料进场抽检

为管控主节点而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采用集成化生产供

应部品部件生产是工程的重要环节生产环节的环保管控对整个

工程的污染物控制尤为关键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和产品标准对

面向集成部品部件的环保管控面向工厂生产环节的环保管控未

有明确规定要通过合理设计选择环保原材料采用低污染生产

工艺等措施保障成品部品部件的环保性能符合工程要求

5.1.2部品部件的整体污染物释放率与原材料的环保性能有直

接的关系其主要固态原材料可参照整体污染物释放率进行控制

和选择液态原材料如涂料胶粘剂等有害物含量应符合相关产

品标准要求如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

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室内装饰

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壁

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

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

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质释放限量


建筑材料

放射性核素限量


等

5.1.4污染物释放率是部品部件生产污染物控制的目标既与原

材料的环保性能有关也与部品部件的构造结构工艺有关影响

因素较多因此事先对部品部件样品整体污染物释放率进行检

测确认有助于降低批量生产时的风险





5.1.5部品部件一般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现有国家标准产品

标准等暂无明确的环保检测要求作为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关键

单元部品部件的环保性能直接影响工程完工后的空气质量

按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建设模式部品部件进场后施工安装

周期较短进场后进行抽检复验可能无法满足工程的进度要求且

一旦进场抽检不符合要求整改难度较大因此 将部品部件的抽

检复验前置到出厂环节有助于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污染控制

5.2部品部件污染物控制要点

5.2.1部品部件设计时应明确详细构造节点做法包括部品部

件细部做法部品部件之间的接口做法等通过在设计时明确采用

干法连接安装方式以便减少胶粘剂等高污染风险材料的使用

5.2.2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部品部件采用集成化生产供应工厂

生产现场组装减少甚至避免在工程现场安装时的二次加工如切

割界面处理饰面作业等

5.2.3部品部件防水防潮防火防腐防虫等表面处理需要用

到各种油漆涂料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在生产环节进行处理以便

在出厂前成品检测时综合考虑其影响

5.2.4装配式隔墙指采用干式工法施工由部品部件安装组合而

成具有装饰使用功能的建筑非承重墙体装配式墙面指在室内墙

体上采用干式工法安装的装饰部品或装饰部件起到对建筑墙体

的保护和装饰作用两者在功能和构造上有所差别但环保管控

的重点一致

以装配式隔墙为例其典型构造包括轻质分室隔墙降噪填充

隔音材料调平部件墙板基层表面集成饰面材料饰面层隔墙

墙板基层若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玻璃硅酸钙板玻镁板等材

料其化学污染风险本身不高但饰面处理会增加其化学污染的风

险隔墙饰面层如木饰面墙布壁纸涂料木塑等是对装

配式隔墙环保控制的重点集成饰面层污染物释放率应低于隔墙





整体污染物释放率要求可通过以下关系进行简单换算部品部

件整体污染物释放率饰面层材料污染物释放率面积 

装配式隔墙常用岩棉玻璃棉等作为填充材料应注意选用甲

醛释放率低的产品

5.2.5装配式吊顶系统典型构造包括调平结构加固结构和装饰

面层调平结构一般采用专用几字形龙骨与墙板顺势搭接加固

结构采用专用上字形龙骨承插加固吊顶板装饰面层由基层如聚

氯乙烯发泡板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纤维增强水泥板金属表面集

成壁纸油漆金属复合材料等组成吊顶饰面板是环保控制重

点饰面板污染物释放率应低于吊顶整体污染物释放率要求厂家

选材时可查验相关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

5.2.6楼地面系统分为架空地板和非架空地板典型构造由调节

支撑基层板和装饰面层组成其中楼地面基层一般为塑料金属

等低污染的材质饰面层是楼地面环保管控的重点控制有机面层

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可按楼地面整体污染物释放率控制面层材

料铺装若采用胶粘剂会对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和室内空气污

染产生影响应减少胶粘剂的使用或采用低污染胶粘剂地面采

用石材等无机材料时石材防护剂的污染散发不可忽略

5.2.7集成厨房是由结构 底板地面顶板吊顶壁板墙

面门厨房家具橱柜及填充件各式挂件厨房设备冰箱微

波炉电烤箱抽油烟机燃气灶具消毒柜洗碗机水盆垃圾粉

碎机等厨房设施给排水电气通风设备与管线进行系统集成

的新型厨房其部品部件在工厂生产现场进行拼装

橱柜承载率一般较高材质常为人造木板是集成厨房模块最

主要的污染源底板壁板一般为瓷砖等无机材料顶板一般为铝

扣板化学污染物释放率低若为有机材料则需合理分配厨房模

块各组成部分的污染负荷

5.2.8整体卫浴模块由防水盘顶板壁板及支撑龙骨构成主体

框架并与各种洁具及功能配件组合而成通过现场装配或整体吊





装进行装配安装浴室柜多为人造板材是污染管控的重点

5.2.9固装家具一般包括玄关柜衣柜电视柜书柜橱柜卫浴

柜文件柜储物柜等与墙体固定连接的家具固装家具的木质人

造板是污染管控的重点

在同一项目中多种功能的固装家具往往会采用同一材料且

由于不同房间承载率的差异对各固装家具的污染物释放率要求

会有所不同但若同一批采购为便于操作可以按照其中最为严

格的要求作为项目要求

因成本原因固装家具的隔板背板面板会采用不同的板材

或饰面为确保家具整体污染物释放率符合要求可根据不同部位

板材料的面积权重参考式合理分配其释放率要求

5.3部品部件检测

5.3.1部品部件整体的污染物释放率是部品部件生产污染物控

制的目标通过对部品部件整体的检测可以综合基层材料面层

材料构造工艺等的综合影响如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等若工

程部品部件的供应模式并非按完整的系统供应如厨房结构厨房

家具厨房设备由多个渠道供应时则对某一渠道供应的最大集成

单位进行检测

若部品部件整体规格尺寸较大不便运输或环境舱检测可抽

检单位面积的组件但需确保抽检样品的代表性 如抽检样品为部

品的某一部分且材料构造做法与部品部件整体一致样板阶段

也可按等比例缩小的尺寸制作样品

5.3.2虽然部品部件整体的污染物释放率最能反映部品部件的

环保性能但对部品部件整体尤其是大型部品部件检测的成本较

高且对样品运输样品组装环境舱设备等要求高为便于实施

可对部品部件可能产生污染的主要部件进行污染物释放率检测

以此推算部品部件整体的情况

具体抽检的部件应结合部品部件的材料情况进行合理选取





如隔墙楼地面吊顶应对饰面层瓷砖石材铝扣板外进行检

测厨房卫生间应对木质柜进行检测固定家具应对板材进行

检测

5.3.3部品部件一般为多种材料复合而成甲醛是常出

现的污染物甲醛释放率 释放率是最具代表性的环保评

价指标对采用溶剂型材料的建议同时对苯释放率甲苯释放

率二甲苯释放率进行检测

5.3.4行业标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附录 规定了材料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的检验方法

部品部件参照其中家具的检测并在其基础上做局部调整

1由于装配式内装修工程部品部件安装周期一般较短为适

应工程实施进度要求将样品预处理时间从调整为

2空气样品污染物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浓度的

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规定的方法

3根据部品部件情况和工程控制要求可选取单位面积释放

率指标或单位数量释放率指标两者换算关系为单位面积释放

率面积单位数量释放率数量





6施工安装污染物控制

6.2部品部件进场与抽检

6.2.1部品部件应复核污染物释放率检测结果施工所用的胶粘

剂涂料等辅材应复核有害物质含量检测结果

6.2.2由于部品部件进场后安装周期较短进场时要及时进行

抽检复验

6.2.3国家标准建筑装饰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第条第



条规定了装饰装修工程材料构配件抽检的

要求

6.2.4为确保工程实施后室内空气质量达到预期控制目标进场

的部品部件污染物释放率抽检复验结果应符合设计对污染物释放

率的控制要求当进场抽检污染物释放率不满足设计要求时考

虑到其他部品部件的污染物释放率可能优于设计要求而为室内空

气质量提供余量可由设计师或项目技术人员进行空气质量预评

价评估不同部品部件对室内空气质量的综合影响若复核结果

可满足控制目标可经工程相关建设单位同意继续使用若核算后

无法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要求则不得使用

6.3施


工


安


装

6.3.2为规范施工和降低污染风险应选用低污染的装配工艺

采用干法连接方式





7空气质量检测与验收

7.0.1室内氨氡主要来源于土壤和建筑主体材料在装修工程

施工前对其进行检测确认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等标准的要求若本底浓度不合

格应在装修施工前进行整改

7.0.3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规定的抽检比例检测条件检测

方法进行

对于已经交付使用的项目或另有约定的可按国家标准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