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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的定义及危害

VOC是挥发性有机物的简称，英文全称：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我国2007年颁布的《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HJ/T

400-2007)定义VOC：利用Tenax等吸附剂采集，并用极性小雨10的气象色谱柱分

离，保留时间在正己烷到正十六万制件的具有挥发性的化合物的总称。

沸点 名称

＜50℃ 高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VOC）

≥50℃，＜26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260℃，＜400℃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VOC）

≥400℃ 粒子状有机化合物（POM）

表１ ＷＨＯ对ＶＯＣ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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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VOC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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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ＶＯＣ而引发的司法案例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京陆先生后买某汽车后出现脱发、

流眼泪等“甲醛接触反应”将经销商告上法庭，或得补

偿３万元。

 ２００４年３月，上海朱先生购买某轿车后，其孙子患

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将汽车生产公司告上法

庭。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北京李先生以妻子因“新车苯中

毒致死”，而状告北京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某汽车生

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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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车内空气质量标准建立历程

 2004年7月14日，国际环保总局在北京召开标准开题认证会，正式启动国家

环保标准《车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及测量方法》的制定工作。

 2007年12月发布，2008年3月1日实施《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

样测定方法》(HJ/T 400-2007)。

 2008年10月30日，召开《车内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要求》限值标准讨论

会议，初步确定车内空气污染物要控制的八个项目和限值。

 2011年10月发布《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GB/T 27630-2011），

该标准中规定了车内空气中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甲醛、乙

醛和丙烯醛的浓度要求，2013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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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物质含量要求

控制物质 限值（mg/m3) 危害

苯 ≤0.11 致癌，可经呼吸道、皮肤和食物等多种途径
进入人体，对人体的损害不可逆转。

甲苯 ≤1.10 可疑致癌物，对皮肤刺激性大，对神经系统
要强烈刺激作用。

二甲苯 ≤1.50 可疑致癌物。

乙苯 ≤1.50 可疑致癌物，可通过呼吸、食物或饮水摄入，
其在苯类化合物中的刺激性最大。

苯乙烯 ≤0.26 可疑致癌物，对眼睛和上呼吸道有刺激和麻
醉作用。

甲醛 ≤0.10 确认致癌物，具有强烈的次机会和窒息性的
气体，对人的眼、鼻等有刺激作用。

乙醛 ≤0.05 可疑致癌物，对眼睛、鼻及上呼吸道道具有
刺激作用，高浓度吸入具有麻醉作用。

丙烯醛 ≤0.05 可疑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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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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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奥-江森自控幻灯片指导书 |  May 7, 20071
1

袋子法

步入式高低温湿热试验箱：空气循环，温度可以

控制在2%或±2℃以内。

采样袋：聚氟乙烯（PVF）薄膜（厚度0.05mm）

三开关阀。在空白要求合格的情况下反复使用次

数不超过5次。

采样法：特氟龙材料，可开关，不漏去，可连接

特氟龙管。

横流空气采样泵（采样前需校准）。

采样管：醛酮类吴志勇DNPH管，采集VOC及苯类

用Tenax管。

采样导管：特氟龙透明采样管，外径6mm，内径

4mm，使用前在100℃的洁净空气中加热6h。

苯烃组分用热脱附气象色谱质谱连用仪

醛酮内组分检测用液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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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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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物挥发

预热烘箱 样品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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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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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检测

Tenax管直接用GC-MS检测

DNPH管用乙腈洗脱 乙腈洗脱液用HPLC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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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A 276-1
环境箱：1±0.05m³；内壁用不锈钢或
玻璃制成；要求所用材料不能或很少吸
收散发出的物质；

空气流速＞0.1m/s；

测试箱体温度：箱体温度和测试温度偏
差不得超过±0.5K；

VDA 276-2

环境箱：1³；
箱体1.00m×0.80m×1.25m，玻璃材质；
1.78m×0.75m×0.75m，不锈钢材质；

空气流速：50-300L/h；

VDA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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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样品剪成10-25mg的颗粒，放置于

顶空瓶中，在120℃条件下加热5小

时，用GC-ＦＩＤ检测顶空瓶气体中

有机挥发物的含量。结果以每克样

品中含有的丙酮中碳的含量来表示

（μgＣ/g)

VDA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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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样品10-50g放入热脱附管中

，在热脱附仪中90℃下加热30min，

样品中释放出来的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被在其带入到气象色谱质谱连用

一种进行挥发性有机物定性/定量分

析，结果以每个样品含有挥发性有

机物质量（μg/g)来表示。

VDA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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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A270
将样品放置在气味瓶中，将气味

瓶放置在23℃（湿)、40℃（湿）和

80℃条件下风别老化24h、24h和12h

，有至少三名评测人员评定气味等

级，取平均值。

气味等级 评价标准

1 不易感觉到

2 可以感觉到，但不刺鼻

3 可明显感觉到，但不刺鼻

4 刺鼻

5 非常刺鼻

6 不可忍受

气味实验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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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75201B雾化实验

将样品裁成直径为80±1mm的元

，干燥后放入雾化杯，杯口覆盖铝

箔。设置雾化仪加热和冷却温度分

别为100℃和21℃。加热16h后去除

铝箔干燥3.5-4h，计算雾化后滤波

的重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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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A275甲醛测试

将样品裁成4cmX10cm大小，悬挂

于加油 50买了水的聚乙烯瓶中，

60℃加热3笑死，时会发出的甲醛溶

于水，经乙酰丙酮显色后用紫外光

谱仪测定吸光度，与标准浓度曲线

对比计算样品中的甲醛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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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及使用车辆中VOC组分含量的变化

Fig. 1 车辆取样方法

Journal of Enviromental Science 2013,25(11) 2324-2330/ Joanna Fab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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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车辆：（黑色织物

内饰，黑色真皮方向盘）

5号车辆：方格织物内饰，

黑色真皮方向盘

6-8号车辆：方格织物内

饰，白色仿真皮方向盘

9-10号车辆：红/白织物

内饰，白色真皮方向盘

Fig. 2 不同内饰配置新车中苯含量

新车及使用车辆中VOC组分含量的变化

Journal of Enviromental Science 2013,25(11) 2324-2330/ Joanna Fab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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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及使用车辆中VOC组分含量的变化

1-4号车辆：（黑色织物

内饰，黑色真皮方向盘）

5号车辆：方格织物内饰，

黑色真皮方向盘

6-8号车辆：方格织物内

饰，白色仿真皮方向盘

9-10号车辆：红/白织物

内饰，白色真皮方向盘

Fig. 3 不同内饰配置新车中甲苯含量

Journal of Enviromental Science 2013,25(11) 2324-2330/ Joanna Fab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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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车辆：（黑色织物

内饰，黑色真皮方向盘）

5号车辆：方格织物内饰，

黑色真皮方向盘

6-8号车辆：方格织物内

饰，白色仿真皮方向盘

9-10号车辆：红/白织物

内饰，白色真皮方向盘

Fig. 4 不同内饰配置新车中邻二甲苯含量

新车及使用车辆中VOC组分含量的变化

Journal of Enviromental Science 2013,25(11) 2324-2330/ Joanna Fab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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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车辆：（黑色织物

内饰，黑色真皮方向盘）

5号车辆：方格织物内饰，

黑色真皮方向盘

6-8号车辆：方格织物内

饰，白色仿真皮方向盘

9-10号车辆：红/白织物

内饰，白色真皮方向盘

Fig. 5 不同内饰配置新车中间、对二甲苯含量

新车及使用车辆中VOC组分含量的变化

Journal of Enviromental Science 2013,25(11) 2324-2330/ Joanna Fab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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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新车及不同使用历程车辆中苯系化合物含量对比（1:2100km，2:3400km，

3:11700km，4:20200km）

Journal of Enviromental Science 2013,25(11) 2324-2330/ Joanna Fab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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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中气体中可挥发物种类确定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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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1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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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2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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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3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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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4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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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5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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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6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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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7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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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8

化合物名称 含量（μg/m3)

二甲苯 4003

正十一烷 1616

癸烷 1301

十六烯烃 768

正十二烷 716

壬烷 458

乙苯 361

十三烷 320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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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挥发物种组分及其含量-9

组分 含量（μg/m3) 占比（%）

直链烷烃 6011.7 42.7

环状烷烃 514.7 0.04

烷烃（含侧链） 767.8 0.05

烷烃总含量 7294.3 51.8

芳香族化合物 5946.8 42.2

含卤素烷烃 21.7 0.002

萜烃 9.0 0.001

醚 44.4 0.003

羰基化合物 56.5 0.004

其他化合物 708.8 0.05

TVOC 14081.4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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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温度和适度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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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癸烷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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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壬烷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43

实验过程中丁醇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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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氯仿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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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苯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46

实验过程中甲苯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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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二甲苯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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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苯乙烯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Enviroment international 32(2006)58-79/ T. Yoshida, I. Nats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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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催化剂组合对聚氨酯泡沫制品TVOC的影响

催化剂组合 33LV/A1 DPA/ZF10 DMEA/DMAPA

用量(%聚醚） 0.5/0.1 0.5/0.1 0.5/0.4

TVOC/ppm 1319 8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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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础聚醚对聚氨酯泡沫TＶＯＣ的影响

基础聚醚组合 ＴＥＰ３３０
Ｎ／ＧＥＰ３
６２８

ＴＥＰ３３０
Ｎ

ＭＤ３６０２ ＧＥＰ８２８

用量 ６０／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ＴＶＯＣ／ｐ
ｐｍ

１２６ ８７ ７８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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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表面活性剂对聚氨酯泡沫TＶＯＣ的影响

表面活性剂 Ｂ４１１３ Ｂ４６９０ Ｂ８７１５
ＬＦ２

Ｂ８７３４
ＬＦ２

Ｂ８７０８

用量／ｐｈ
ｗ

１ １ １ １ １

ＴＶＯＣ／
ｐｐｍ

２１４ ２３４ ８７ ５３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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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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