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O 12460-1 

人造板甲醛释放量测定 

—第 1 部分： 1m3气候箱法 



 

 

介绍 

1m3 气候箱是甲醛释放量测定的基准方法。对于工厂生产控制，可采用下列国家或地区派生

出的检验方法： 

— 穿孔法，见 EN 120； 

— 干燥器法，见 ISO 12460-4； 

— 气体分析法，见 ISO 12460-3； 

— 容量瓶法，见 EN 717-3； 

— 小测试室法，见 ISO 12460-2（ASTM D6007）。 

一系列试验表明：1m3 气候箱、大测试室和小测试室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ISO 12460-1 

人造板甲醛释放量测定 

—第 1 部分： 1m3气候箱法 

1 范围 

标准 ISO 12460 的这部分是介绍参照一定条件下（参照实际生活的典型条件），采用 1 立方米气候

箱，对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进行测定。 

2 规范性文献 

下列参考文献是本文献应用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于标有日期的参考文献，只有引用的版本才

适用。对于没有标有日期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最近版本（包括任何修订文献）才适用。 

ISO 16000-3，室内空气－ 甲醛和其它羰基化合物的测定－ 活性取样法 

ISO 16999，人造板－ 试件的取样和锯切 

3 条款和定义 

对于本文献的宗旨，适用下列的条款和定义。 

3.1 气候箱的容积 

没有承载的气候箱的总容积，包括循环排气管道。 

注：气候箱的容积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 

3.2 承载因子 

试件的总表面积（不包括侧边面积）与气候箱容积的比值。 

注：荷载因子以平方米/立方米为计量单位。 

3.3 空气置换率 

每小时进入气候箱的空气量与气候箱容积的比值。 

注：空气置换率以每立方米每小时的立方米数为单位进行计算。 

3.4 空气流速 

气候箱内试件表面附近的空气流速。 

注：空气流速以米/秒为计量单位。 

3.5 稳定状态 

在测试条件下，当人造板的甲醛释放达到准恒时的状态，这时气候箱内的甲醛浓度保持恒定。 

注释：实际操作中，真正的稳定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甲醛释放是不可逆的。标准 ISO12460

这部分是出于测试目的而进行定义稳定状态的条件。 

3.6 释放值 

气候箱中稳定状态下的甲醛浓度（在经过规定的预处理期后，在温度、相对湿度、承载因子和空



气置换率达到恒定时得到的甲醛浓度）。 

注 1：释放值以甲醛的毫克数与空气立方数的比值来表示的。 

注 2：在 23℃和 1013hPa 条件下，甲醛浓度以下列公式来换算： 

1ppm(一百万份之一)＝1.24mg/m3 

1mg/m3＝0.81ppm 

4 原理 

已知表面积的试件经过预处理后放置于一个容积为 1m3 的气候箱内，在气候箱内，温度、相对湿

度、空气流速和置换率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试件释放出的甲醛与气候箱内的空气混合，然后

定期从气候箱采集空气样本。甲醛浓度通过将气候箱空气抽到含有水的气体洗瓶中，气体洗瓶中

的水可以吸收甲醛，那么水中的甲醛浓度就可以测定。气候箱内空气的甲醛浓度通过气体洗瓶中

水里的甲醛浓度和取样气体的容积来进行计算，以 mg/m3 为计量单位。定期取样，直到气候箱内

的甲醛浓度达到稳定状态。 

注 1：除了人造板以外，气候箱法也可以用于测定其它产品的甲醛释放。 

注 2：温度、相对湿度、承载因子和空气置换率对气候箱内空气的甲醛浓度的影响可以通过 Andersen 公式来表达。

试件结构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表面积和空气流速，也是很明显的，但是无法准确用公式表达。 

5 试剂 

分析纯的试剂和水应用于分析。 

5.1 乙酰丙酮溶液 

4 毫升的乙酰丙酮加入一个 1000 毫升的容量瓶中，加入水至 1000 毫升刻度。 

5.2 乙酸铵溶液 

200 克的乙酸铵溶于一个 1000 毫升的容量瓶的水中，加入水至 1000 毫升刻度。商用配制好的溶

液也可以使用。 

5.3 标准碘溶液，c(l2)=0.05mol/l 

5.4 标准硫代硫酸钠溶液，c(Na2S2O3)=0.1mol/l 

5.5 标准氢氧化钠溶液，c(NaOH)= 1mol/l 

5.6 标准硫酸溶液，c(H2SO4)= 1mol/l 

5.7 淀粉溶液，质量百分浓度 1％ 

6 仪器 

6.1 气候箱结构 

6.1.1 气候箱体积和工作原理 

这种类型的气候箱总容积为 1m3，空气通过集中循环进行工作，具体参照图例 1、2、3。 

测试条件（温度和相对湿度）通过使用预先处理的进口空气来建立起来。这种工作原理的气



候箱壁的保温性能必须足够好。 

空气处理装置和气候箱必须在设计条件下工作，其表面不能有冷凝水出现，也就是说空气温

度必须保持在雾点之上。 

测试气候箱内的温度同样也可以通过将气候箱放在一个带有温度控制的较大厢体中。这种工

作原理的气候箱不能有保温层。 

 

 
1. 1m3的测试气候箱   2. 空气进口   3. 风机   4. 监控设备/传感器的进口 

5. 空气出口  6. 折流板  7. 试件   8. 底部孔板 

图 1  1m
3
气候箱结构简图示例 1 

 

1. 1m3的测试气候箱   2. 空气进口   3. 带有电源的风机   4. 监控设备/传感器的进口 

5. 空气出口   6. 隔板    7. 试件 

图 2  1m
3
气候箱结构简图示例 2 



       
1. 1m3的测试气候箱   2. 空气进口   3. 外接电源的风机 

4. 监控设备/传感器的进口   5. 空气出口   6. 试件 

图 3  1m
3
气候箱结构简图示例 3 

图例 4 标明一种可以产生(50±3)%相对湿度的装置。 

进口空气的容积通过一台气体泵或连接气体流量计的压缩空气系统来进行计量或调节（参照

图例 4），也可以通过安装在出口的一个校正过的气体计量表进行计量。有效的空气置换率必须定

期检查；（参照 8.3.4）。 

 
1. 气泵         6. 洗瓶（湿化），容积 1000 毫升以上 

2. 铝质过滤器（可选项，参照 8.4）    7. 流量控制器或气体计量表 

3. 活性炭过滤器       a. 空气（进口） 

4. 气体流量计和气体流量控制器    b. 50%空气流量 

5. 硅胶过滤器        c. 进入气候箱 

 

图例 4－ 产生 50%相对湿度的空气流量的装置 

6.1.2 结构原理 

测试装置包含如下仪器：参照图例 1、2 和 3，括号内号码为图例 1、2 和 3 中的项号。 

6.1.2.1 气候箱，总容积为（1±0.01）m3（1） 

注：图例 1、2 和 3 标明的 1m3测试气候箱可以采用金属板、玻璃板或者塑料板制成的。 

6.1.2.2 空气进口（2）；如有必要，进口空气必须清洁并预先处理，以达到测试温度。 



注：通过测试气候箱的空气流量通过气体计量表进行计量。 

6.1.2.3 风机，至少一台（3） 

注：气候箱内的风机采用集中循环将空气混合 

6.1.2.4 进口（4），用于安装连续或频繁监控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的传感器。 

6.1.2.5 空气出口（5） 

6.1.2.6 折流板或隔板或底部孔板 

6.1.2.7 试件 

6.1.3 概述 

6.1.3.1 测试气候箱材质 

测试气候箱的内壁和管道必须是表面光滑，测试前，可以用水有效冲洗。此外，表面材质对

甲醛要尽可能不产生反应或不吸附。 

合格的材料可以是不锈钢、铝板（喷砂或抛光处理）、玻璃或者一些类型的塑料（PVC、PMMA）。

如果挥发性有机物质（VOCs）与甲醛一起测试，那么就不能使用塑料材质。 

6.1.3.2 气候箱的气密性 

气候箱必须是密闭的，避免非控制空气置换发生。气密性的标准参照 8.3.2。 

6.1.3.3 气候箱中的空气循环 

气候箱必须含有一些设备（诸如风机等），从而有能力保证： 

－ 气候箱内集中空气混合，以及 

－ 试件表面的空气流速在 0.1m/s 到 0.3m/s 之间。 

6.1.3.4 空气置换装置 

气候箱必须含有能够调整空气流速空气进口及/或出口装置，这样空气置换率（用干净、处理

后的空气置换气候箱中的空气）保持在 1/h，误差在 5％。 

要注意确保清洁空气进口和空气循环系统合理布置，从而确保充分混合，而且大气不能从空

气出口进入，甚至取样时也是如此。 

6.1.3.5 气候箱清洁空气供给 

清洁装置能够提供清洁空气，其甲醛含量最大超过 0.006mg/m3。 

6.1.3.6 温度和相对湿度调节装置 

调节装置保持气候箱内所需要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具体要求如下： 

－ 温度：   (23±0.5)℃； 

－ 相对湿度： (50±3)%。 

注：相对湿度 45%时，根据相对湿度 50%时的测量值，甲醛浓度可以通过 Andersen 公式来进行换算。对于大

部分材料，相对湿度 45%时的甲醛浓度将降低 5%-10%。 

6.1.3.7 测试条件监控装置 

测试装置和记录装置能够连续或频繁监控测试条件，具体误差要求如下： 



－ 温度：  0.1℃ 

－ 相对湿度： 1% 

－ 空气置换率： 3% 

－ 空气流速： 0.05m/s 

6.2 空气取样装置 

6.2.1 概述 

图 5 标明测定气候箱内空气中甲醛浓度的取样装置的原理。取样管必须装在空气出口，或者

安装在气候箱内，靠近空气出口。 

也可以使用其它取样装置，假如能证明它们提供对应结果的话。 

 
1. 取样管         5. 气体取样泵 

2. 气体洗瓶        6. 气体流量计 

3. 硅胶过滤器        7. 气体计量表，配有温度计 

4. 气阀         8. 空气压力表 

 

图 5－ 空气甲醛浓度测定的取样装置的图例 

6.2.2 仪器 

空气取样装置包含如下组件，如图 5 所示。括号内的号码为图 5 中的项号。 

6.2.2.1 气体洗瓶，2 个，装水，用于吸收甲醛并判定甲醛浓度（2）。 

6.2.2.2 硅胶过滤器，用于空气干燥（3）。 

6.2.2.3 气阀（4）。 

6.2.2.4 气体取样泵（5）。 

6.2.2.5 气体流量计（6）。 

6.2.2.6 气体计量表（包含温度计），用于测量空气容积（7）。 

6.2.2.7 空气压力表（8）。 

6.3 化学分析装置 

6.3.1 分光光度计，光程至少 50mm，能够在 412nm 处测量吸光度。 

6.3.2 水浴锅，可以让温度保持在(60±1)℃。 

6.3.3 容量瓶，6 个，100 毫升（在 20℃校准） 

6.3.4 容量瓶，2 个，1000 毫升（在 20℃校准） 



6.3.5 移液管，5ml、10ml、15ml、20ml、25ml、50ml 和 100ml（在 20℃校准） 

6.3.6 微量滴定管 

6.3.7 带塞烧瓶，6 个，50 毫升 

6.3.8 天平，感量 0.001g 

6.4 空气置换率复验装置 

6.4.1 空气流量计 

6.5 养生箱 

箱内保持相对湿度(50±5)%，温度(23±1)℃，而且空气置换率至少 1/h。 

7 试件 

7.1 取样 

必须按照 ISO16999 进行试件的取样和锯切。如果试件没有立即进入养生和测试程序，必须用

塑料膜包裹，而且储存时间不超过 7 天。 

7.2 尺寸 

试件的长宽必须是(0.5±0.005)m。 

7.3 试件数量 

试件的表面积必须是 1m2，通常是采用 2 片 0.5×0.5m。 

7.4 养生 

试件必须放置在一个相对湿度(50±5)%、温度(23±1)℃的环境下养生(15±2)天，养生的试件

之间距离至少 25mm，这样空气就可以在所有试件表面上自由循环。养生箱内的空气置换率必须

至少 1/h。按照第 9 条款的测定方法，养生箱内空气中甲醛浓度不能超过 0.10mg/m3，。 

注：如果使用空气净化装置来保持背景浓度<0.10mg/m3，那么也可以使用通风能力低的箱体。 

7.5 试件侧边的密封 

养生后，必须使用自粘铝箔将试件部分侧边密封起来，使得开放侧边（非密封侧边）的长度

l 与表面积 A 的比值保持恒定，即 l/A=1.5m/m2。如果按照 7.2 规定制作的试件，那么每个试件的

1.25m 长的侧边必须密封，而 0.75m 长的侧边不需密封。 

   注：正因为 l/A=1.5m/m2的恒定结果，开放侧边的表面积相对于试件表面积的百分比取决于试件的厚度，参见

下列例子： 

  板厚度   开放侧边表面积百分比 

  10mm    1.5% 

  19mm    2.8% 

  32mm    4.8% 

地板材料应只测量暴露的那一面。这样可以将 2 片试件背靠背用胶粘起来，或者用铝箔将试

件的一面密封起来，在这 2 种情况下，所有侧边均用铝箔密封。 



8 程序 

8.1 概述 

在放入试件前，正确的测试条件必须建立起来，而且在空的气候箱内测量“背景水平”的甲

醛浓度。 

8.2 测试条件 

测试过程中，气候箱必须保持下列条件。 

－ 温度：       (23±0.5)℃ 

－ 相对湿度：      (50±3)% 

－ 承载因子：      (1.0±0.02)m2/m3 

－ 空气置换率：      (1.0±0.05)/h 

－ 试件表面的空气流速（参照 8.3.5）： (0.1 至 0.3)m/s 

8.3 测试条件复验 

8.3.1 测试气候箱的清洁空气供应 

根据第 9 条款，提供给气候箱的空气的甲醛含量不能超过 0.006mg/m3。  

8.3.2 测试气候箱的气密性 

为了避免因大气侵入而导致的非控制空气置换的发生，测试气候箱必须在一个稍微过压的环

境下工作。 

必须定期检查气密性，这可以通过测量压力是否下降，或者通过进口流速和出口流速的同步

测量对比，还有一个是通过测量示踪气体是否稀释。 

如果下列要求至少满足一个，那么气候箱就可视为气密性足够： 

－ 在 1000Pa 的过压下，每分钟的空气泄漏量不到气候箱容积的 1% 。 

－ 进口和出口空气流速之间的差别低于 10％。 

－ 气候箱复原超过 90%。 

注：这个测试可以通过在气候箱内放置一个含有甲醛小玻璃瓶，具体参照参考文献〔9〕 

8.3.3 温度和相对湿度控制装置 

温度的控制可以通过 2 种办法来实现，一是将气候箱放入一个控制适宜温度的地方，另一是

通过控制气候箱内部的温度。 

后一种情况下，气候箱的壁必须有效保温，避免内表面出现冷凝水。 

相对湿度的控制也可以通过 2 种办法来实现，一是清洁空气供应前的外部湿度控制，另一办

法是在气候箱内的内部湿度控制。在后一种情况下，要注意避免气候箱内出现冷凝水或者喷水。 

温度和相对湿度应连续或频繁监控。传感器应放置于气候箱内具有代表性的位置。 

气候箱装入试件后，因大气变化、未养生的试件而引起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的任何初始偏差应

一一记录。 

8.3.4 空气置换 



通过使用一个校正过的气体计量表来定期检验有效的空气置换率。 

8.3.5 气候箱内的空气流速 

测试前，装有试件的气候箱内的空气流速应设定在 0.1m/s 到 0.3 m/s 之间，测量的位置离试

件表面距离不超过 20mm。 

在校准范围 0m/s 到 0.5m/s 之间的热线风速仪或热膜风速仪可以适合检测空气流速。空气流

速在气候箱内应至少检测 2 个位置。 

8.4 气候箱准备 

按 8.2 给定的条件设定。空气候箱内的甲醛浓度（背景水平）的测定（8.6）应在测试条件（按

照 8.2）建立后再过至少 1 小时后进行。 

如果气候箱内空气中的甲醛浓度≤0.006mg/m3，那么气候箱就可以装入试件。 

如果甲醛浓度超过 0.006mg/m3，应考虑下列 2 种解决办法： 

－ 安装一个活性铝制过滤器，去除进口空气中的甲醛。 

－ 清洁气候箱所有内表面，然后冲洗，再将气候箱清空。 

8.5 装入试件及开始程序 

试件完成养生后的 1 小时内放入测试气候箱。试件应垂直放置于气候箱的中心位置，其表面

与空气流动的方向平行，试件之间距离不低于 200mm；具体参照图例 1、2、3。 

8.6 空气取样和分析 

2 个气体洗瓶分别加入至少 25 毫升的水，按照 6.2 和图 5 所示与装置连接。定期从气候箱内

取出空气样本，通过气体洗瓶的空气至少 120 毫升、速度约为 2 毫升/分钟。每次取样后，必须测

量吸收溶液的重量。如果重量损失超过 3%，那么这应修正。将 2 个气体洗瓶的溶液充分混合，然

后用移液管取 10毫升的吸收溶液移至一个 50毫升的烧瓶中，然后加入 10毫升的乙酰丙酮溶液（见

5.1），再加入 10 毫升的乙酸铵溶液（见 5.2）。盖上瓶塞，然手根据第 9 条款测定溶液中的甲醛含

量。 

取样的气体容积取决于它的甲醛浓度。采用光度法测定，上述的程序适合测定超过 0.005mg/m3

的浓度。对于较低浓度的测定，取样的气体容积应增加，及/或空气溶液的容积应减少。通过使用

反应产品（甲醛与乙酰丙酮的反应产品）的荧光法测定，而非使用光度法测定，分析的敏感性也

可提高。此外，吸收溶液的重量损失应通过称重来测定，同时，应保证气体洗瓶插管上方的水位

足够高。 

8.7 测试时间 

在测试的第一天，不需要取样；然后从第 2 天至第 5 天，每天取样 2 次。每次取样的时间间

隔应超过 3 小时。 

在经过前三天后，如果达到稳定状态，可随时停止取样。基于这个目的，当最后 4 次测定的

甲醛浓度的平均值与最大值或最小值之间的偏差值低于 5%或低于 0.005mg/m3，这时候就可以定

义为达到稳定状态。具体如下： 



－ 平均值：   v=(Bn+Bn-1+Bn-2+Bn-3)/4 

－ 偏差值：   d=最大绝对值〔(v- Bn), (v-Bn-1), (v-Bn-2), (v-Bn-3)〕 

－ 达到稳定状态： d×100/v<5%，或 d<0.005mg/m3 

其中 Bn 是最后一次浓度测定值 

  Bn-1 是倒数第二次浓度测定值，依次类推 

在一些特定日子（如周末），可能会忽略取样，但是稳定状态的判定应往后推延，直至完成最

后 4 次测定。 

如果在前 5 天没有达到稳定状态，取样次数应降低到每天一次，直到达到稳定状态，或者是

连续测试 28 天，然后停止测试。 

9 甲醛释放量的测定 

9.1 概述 

通过乙酰丙酮方法，每次取样得到的水溶液中的甲醛含量应采用光度法测定。该方法应能够

提供一个 0.005mg/m3 的测定极限值。 

注：为提高分析的敏感性，也可以使用荧光法测定甲醛含量（见附件 A），或者根据 ISO 16000-3 使用 2, 4-DNPH

方法。如果测试低释放材料，必须使用这些技术。 

9.2 原理 

甲醛测定是基于 Hantzsch 反应，在这个反应中，甲醛与铵离子和乙酰丙酮一起反应，产生二

乙酰基二氢二甲基吡啶 DDL（详见图 6），DDL 在波长 412nm 处有个吸收峰值。这个反应是专门

针对甲醛（参照参考文献〔11〕）。 

           -H+ 

 2CH3COCH2COCH3+ HCHO+ NH4
+       DDL 

          -3H2O 

乙酰丙酮     甲醛   铵离子     DDL(黄色) 

 

图 6－采用乙酰丙酮方法的反应图 

9.3 程序 

在(60±1)℃的水浴锅中将玻塞烧瓶（见 8.6）加热 10 分钟，然后将溶液在室温条件下避光存

放 1 小时。在波长 412nm 处（以水为参比），通过 50mm 光程的分光光度计（见 6.3.1）测定溶液

的吸光度。 

也可使用更大光程，但是这会产生不同的标准曲线。这种情况下，必须修正评估程序。如果

可以达到 0.005mg/m3 的低限值，也可以使用 10mm 的光程。 

与此同时，用 10 毫升水和 10 毫升乙酰丙酮溶液（见 5.1）、10 毫升乙酸铵溶液（见 5.2）平

行测定空白值。在计算样本溶液的甲醛含量时，应考虑空白值。 

9.4 标准曲线 

9.4.1 概述 



标准曲线（见图表 7）是从标准甲醛溶液绘制而成的，，通过碘滴定法测定甲醛浓度。标校准

曲线每月至少检验一次。 

假如其它分析方法测定的结果与碘滴定法具有可比性，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来测定标准

甲醛溶液的甲醛浓度。对于采用的其它分析方法，其测定结果和测试报告应合格，而且分析程序

应精确描述。      

 
C＝f*(αs－αb) 

其中 

X：吸光度，αs－αb 

Y：稀释的校准溶液的浓度，C1×10-3mg/ml 

 

图表 7－ 乙酰丙酮测定法（光程 50mm）测定的甲醛浓度的校准曲线示例 

9.4.2 甲醛标准溶液 

试剂： 

－ 标准碘溶液，c(l2)=0.05mol/l 

－ 标准硫代硫酸钠溶液，c(Na2S2O3)=0.1mol/l 

－ 标准氢氧化钠溶液，c(NaOH)= 1mol/l 

－ 标准硫酸溶液，c(H2SO4)= 1mol/l 

以上溶液在使用前应达到标准 

－ 淀粉溶液，1%，按重量计算 

将 1g 的甲醛溶液（浓度 35％－40％）在一个 1000ml 的容量瓶中用水稀释（稀释到 1000ml

刻度），按下列步骤测定其准确的甲醛浓度： 

取 25ml 的甲醛标准溶液，与 25ml 的碘溶液和 10ml 的氢氧化钠溶液混合，避光存放 15 分钟

后，加入 15ml 的硫酸溶液。多余的碘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回去，滴定接近结束，加入几滴淀粉

溶液，以作一种指示剂。与此同时，用 20ml 的水做一次平行空白测定。 

甲醛浓度 CHCHO以 mg/l 为单位，按下列公式计算： 



  CHCHO＝(V0－V)×15×c(Na2S2O3)×1000/20 

其中，V   代表消耗的硫代硫酸钠滴定溶液的容积，以 ml 为单位 

V0   代表空白测试中消耗的硫代硫酸钠滴定溶液的容积，以 ml 为单位 

c(Na2S2O3) 代表硫代硫酸钠浓度，以 mol/l 为单位 

注：1ml 的 0.1mol/l 硫代硫酸钠对应 1ml 的 0.05mol/l 碘溶液和 1.5mg 甲醛。 

9.4.3 甲醛校定溶液 

按 9.4.2 测定的浓度，计算含有 3mg 甲醛的甲醛溶液的容积。通过微量滴定管，将这个容积

的甲醛滴入一个 1000ml 的容量瓶，并用水稀释到 1000ml 刻度。1ml 的校准溶液含有 3μg 的甲醛。 

9.4.4 校准曲线的测定 

用 5ml、10ml、20ml、50ml 或 100ml 的移液管将甲醛校准溶液（见 9.4.3）移至一个 100ml

的容量瓶中，并用水稀释到 100ml 刻度。按照 9.3 介绍的程序，每种稀释溶液各取 10ml，然后用

分光光度计法分析。甲醛浓度（CHCHO在 0mg/ml 至 0.003mg/ml 之间，详见图表 7）与吸光度呈线

形关系。图中斜率 f 通过计算或通过图解计算得出。 

9.5 计算气体洗瓶中捕集到的甲醛量 

通过气体洗瓶，空气中的甲醛重量（“m”以毫克为单位）按下列公式计算： 

m= (αs－αb)* f*Vsol 

其中  

αs 代表气体洗瓶中溶液的吸光度。 

αb 代表空白吸光度（见 9.3） 

f  代表标准甲醛溶液校准曲线的斜率,以 mg/ml 为单位。 

Vsol   代表捕集溶液的容积。以毫升为单位。 

9.6 甲醛释放量的计算 

测试中的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B”，以 mg/m
3
为单位）可以表述为测试气候箱内空气中的甲

醛浓度，按如下公式计算： 

B＝m/Vair 

其中，m  代表捕集的甲醛重量，以 mg 为单位； 

Vair   代表空气样本容积，以立方米为单位。 

空气样本的容积应按标准温度 23℃（296K）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1013hPa 进行修正。 

取样和测算程序应考虑标准 ISO16000-3 的原理。 

10 稳定的释放值的测定 

当达到稳定状态（详见 8.7），甲醛释放量是最后四次测定的浓度的平均值。 

如果测试在 28 天内没有达到稳定状态，甲醛释放量不能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四次测定

的浓度的平均值可以记录为“临时甲醛释放量”，随附说明“稳定状态没有达到”。 



11 结果表述 

稳定状态时的释放量是以 mg/m3 为单位，四舍五入到 0.01mg/m3。 达到稳定状态的释放量的

测试时间（以小时为单位）应在测定值后用括号表示。 

12 12．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符合 ISO16999。另外，测试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气候箱型号（可选项）； 

b） 如果合适并已知的话，生产商名称、生产日期和地点，运输方式、样品到达实验室后至开始

测试前的处理； 

c） 预处理开始和结束日期； 

d） 测试开始和结束日期； 

e） 简单描述测试条件和使用的分析方法； 

f） 稳定状态时的甲醛释放量，以 mg/m3 为单位； 

g） 达到稳定状态释放值所需的时间（小时）； 

h） 其它信息描述（ 例如，记录不符合 ISO12460 这部分规定的一些程序） 

 



附件 A 

甲醛含量荧光测定法的分析方法 

A.1 试剂 

试剂和作为分析纯的水应用于分析。 

A1.1 乙酰丙酮溶液 

4 毫升乙酰丙酮加入到 1000 毫升的量瓶中并加水至 1000 毫升刻度。 

A .1.2 乙酸铵溶液 

200 克乙酸铵在 1000 毫升的量瓶中溶于水并使其达到 1000 毫升刻度。 

商用配制好的溶液也可以使用。 

A.2 空气取样和分析 

在两个气体洗瓶中分别加入 25 毫升水。从气候箱中取最少 30 升的空气样本，空气通过气体洗瓶

的速度大约为 1.5 升/分钟 2.0/升分钟。将两个气体洗瓶内的物质混合，然后用滴管吸取 10 毫升的

吸收溶液移入 50 毫升的烧瓶中，然后加入 10 毫升的乙酰丙酮溶液（见 A1.1）， 以及 10 毫升的

乙酸铵溶液（见 A1.2）。 

将玻塞烧瓶放在（40±1）℃的水浴锅中加热 15 分钟，然后在室温下避光存放一小时。与此同时，

用 10 毫升水和 10 毫升乙酰丙酮溶液、10 毫升乙酸铵溶液平行测定空白值。在计算样本溶液的甲

醛含量时，应将空白值考虑进去。 

A.3 用于化学分析的设备 

A.3.1 荧光分光光度计 

A.3.2 水浴锅，能保持温度在（40±1）℃ 

A.3.3 容量瓶， 1000 毫升（在 20℃校验） 

A.3.4 移液管，1ml，3ml， 5ml， 10ml， 20ml 和 50ml（在 20℃校验） 

A.3.5 容量瓶，100 毫升（在 20℃校验） 

A.3.6 加塞烧瓶，50 毫升 

A.3.7 天平，精确 0.1 毫克 

A.4 校准曲线 

A.4.1 概述 

校准曲线从一个标准甲醛溶液获得，通过碘滴定法测定其甲醛浓度。校准曲线至少每周检验一次。 

A.4.2 甲醛标准溶液 

甲醛溶液的配制是将 1000 克甲醛和水加入到一个 1000 毫升的容量瓶中，并加水使其达到 1000

毫升的刻度。1 毫升的这种溶液包含 1 毫克的甲醛。 

A.4.3 甲醛校准溶液 

把 1 毫升的甲醛标准溶液移入 1000 毫升的容量瓶中，并加水使其达到 1000 毫升的刻度。1mg 的

这种校准溶液包含 1μg的甲醛。 



A.4.4 校准曲线的测定 

用移液管吸取 1 毫升，3毫升， 5 毫升， 10 毫升， 20 毫升或 50 毫升的甲醛校准溶液（见 A.4.3），

然后移入 100 毫升的容量瓶中，并加水使其达到 100 毫升刻度。 

各取 10 毫升到 50 毫克的烧瓶中，烧瓶加入 10 毫升的乙酰丙酮溶液（见 A.1.1）和 10 毫升的乙

酸铵溶液（参考 A.1.2）。将玻塞烧瓶放入（65±2）℃的水浴锅中加热 15 分钟，然后在将溶液在

室温下避光存放一小时。在激发波长λex＝410nm 和发射波长λem=510nm 处测定荧光强度。甲醛浓

度 0μg/ml 和 1μg/ml 之间，其与荧光强度呈线形关系。图表的斜率可以图解也可以计算。 

A.5 吸收甲醛量的计算和甲醛释放量的计算 

详见 9.5 和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