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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执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GB 9663̂ 9673-1996,GB 16153-1996《公共场所卫生标

准》，加强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中的方法是与GB 9663̂ 9673-1996,

GB 16153-1996相配套的监测检验方法。

    本标准第一法为仲裁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的附录A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江苏省卫生防疫站、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成

都市卫生防疫站、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广州市卫生防疫站、蚌埠市卫生防疫站、安徽省卫生防疫站、山东

省卫生防疫站、贵州省环境卫生监测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曲建翘、吴才刚（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法），段伟明（气相色谱法），吴才刚、曲建翘

（容量滴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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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人 民 共和 国 国家 标 准

公共场所空气中二氧化碳测定方法 GB/T 18204.24-2000

Methods for determination of carbon dioxide

in air of 'public places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场所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场所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

第一法 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法

2 原理

    二氧化碳对红外线具有选择性的吸收。在一定范围内，吸收值与二氧化碳浓度呈线性关系。根据吸

收值确定样品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3 试剂和材料

变色硅胶：于120℃下干燥2 ha

无水氯化钙：分析纯。

高纯氮气：纯度99.990oa

烧碱石棉：分析纯。

塑料铝箔复合薄膜采气袋0. 5 L或1. 0 Lo

二氧化碳标准气体（(0.500)：贮于铝合金钢瓶中。

月
．
．

八
乙

乃
，︺

勺
口

勺
」

月
﹃

一﹄
︺

0
口

﹃
气
︺

勺
d

l
d

4 仪器和设备

4.1 二氧化碳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仪

4.1.1 仪器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测量范围：0.0. 5％川-l. 5％两档。

    重现性：毛士1％满刻度。

    零点漂移：<士3％满刻度／/4 ho

    跨度漂移：毛士3％满刻度／/4 ho

    温度附加误差：（在10-80,C)簇士2％满刻度／10,C e

    一氧化碳干扰：1 000 mL/m3(1 000 ppm)CO镇士2％满刻度。

    供电电压变化时附加误差：220 V士10％镇士2％满刻度。

    启动时间；30 mina

    抽氧流量：>0. 5 L/mina

    响应时间：指针指示到满刻度的90％的时间＜15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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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记录仪 0̂-10 mV

5 采样

    用塑料铝箔复合薄膜采气袋，抽取现场空气冲洗3-4次，采气0.5L或1.OL，密封进气口，带回实

验室分析。也可以将仪器带到现场间歇进样，或连续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6 分析步骤

6.1 仪器的启动和校准

6.1.1 启动和零点校准：仪器接通电源后，稳定30 min-1 h，将高纯氮气或空气经干燥管和烧碱石棉

过滤管后，进行零点校准。

6.1.2 终点校准：用二氧化碳标准气（如0. 50%）连接在仪器进样口，进行终点刻度校准。

6.1.3 零点与终点校准重复2-3次，使仪器处在正常工作状态。

6.2 样品测定

    将内装空气样品的塑料铝箔复合薄膜采气袋接在装有变色硅胶或无水氯化钙的过滤器和仪器的进

气口相连接，样品被自动抽到气室中，表头指出二氧化碳的浓度（％）。

    如果将仪器带到现场，可间歇进样测定。仪器接上记录仪表，可长期监测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了 结果计算

仪器的刻度指示经过标准气体校准过的样品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由表头直接读出。

8 测f范围、精密度和准确度

8.1 测量范围

    0-0.5写;0-1. 5％两档。

8.2 检出下限

    最低检出浓度为。.ol％o

8.3 干扰和排除

    环境空气中非待测组分，如甲烷、一氧化碳、水蒸汽等能影响测定结果。由于在透过红外线的窗口，

安装了红外线滤光片，它的波长为4. 26 um，二氧化碳对该波长有强烈的吸收；而一氧化碳和甲烷等气

体不吸收。因此，一氧化碳和甲烷的干扰可以忽略不计。但水蒸汽对测定二氧化碳有干扰，它可以使气

室反射率下降，从而使仪器灵敏度降低，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必须使空气样品经干燥后，再进

入仪器。

8.4 重现性小于2%，每小时漂移小于6%.

8.5 准确度取决于标准气的不确定度（小于2%）和仪器的稳定性误差（小于6%)0

第二法 气相色谱法

9 原理

    二氧化碳在色谱柱中与空气的其他成分完全分离后，进人热导检测器的工作臂，使该臂电阻值的变

化与参考臂电阻值的变化不相等，惠斯登电桥失去平衡而产生信号输出。在线性范围内，信号大小与进

人检测器的二氧化碳浓度成正比。从而进行定性与定量测定。

10 试剂

10.1 二氧化碳标准气：浓度100（铝合金钢瓶装），以氮气作本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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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多孔聚合物：GDX-102, 60.80目，作色谱固定相。

纯氮气：纯度99.”％。

仪器与设备

  气相色谱仪

配备有热导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注射器：2 mL,5 mL,10 mL,20 ml, 50 mL,100 mL，体积误差＜士1％,

  塑料铝箔复合膜采样袋容积：400̂ 600 mLo

  色谱柱：长3m内径4 mm不锈钢管内填充GDX-102高分子多孔聚合物，柱管两端填充玻璃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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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的色谱柱在使用前，应在柱温180'C、通氮气70 mL/min条件下，老化12h，直至基线稳定为止。

12 采样

    用橡胶二连球将现场空气打人塑铝复合膜采气袋，使之胀满后放掉。如此反复四次，最后一次打满

后，密封进样口，并写上标签，注明采样地点和时间等。

13 分析步骤

13. 1 色谱分析条件

    由于色谱分析条件常因实验条件不同而有差异，所以应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型号和性能，制定能

分析二氧化碳的最佳的色谱分析条件。附录A所列色谱分析条件是一个实例。

13.2 绘制标准曲线和测定校正因子

    在作样品分析时的相同条件下，绘制标准曲线或测定校正因子。

13-2.1 配制标准气

    在5支100 mL注射器内，分别注人1写二氧化碳标准气体2 mL,4 mL,8 mL,16 mL,32 mL，再用

纯氮气稀释至100 mL，即得浓度为0.02%,0.040o,0.080o,0.16％和。. 32％的气体。另取纯氮气作为

零浓度气体。

13-2.2 绘制标准曲线

    每个浓度的标准气体，分别通过色谱仪的六通进样阀，量取3 mL进样，得到各个浓度的色谱峰和

保留时间。每个浓度作三次，测量色谱峰高的平均值。以一氧化碳的浓度（％）对平均峰高（mm）绘制标

准曲线，并计算回归线的斜率，以斜率的倒数BB ( 0 o /mm）作样品测定的计算因子。

132.3 测定校正因子

    用单点校正法求校正因子。取与样品空气中含一氧化碳浓度相接近的标准气体。按6.2.2项操作，

测量色谱峰的平均峰高（mm）和保留时间。用公式（1)计算校正因子。

······························⋯⋯ （1）

式中：f— 校正因子，0 0 /mm ;
    ‘。— 标准气体浓度，％；

    ho— 平均峰高，mm.

13.3 样品分析

    通过色谱仪六通进样阀进样品空气3 mL，按6.2.2项操作，以保留时间定性，测量二氧化碳的峰

高。每个样品作三次分析，求峰高的平均值。并记录分析时的气温和大气压力。高浓度样品用纯氮气稀

释至小于0.30o，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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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算

  用标准曲线法查标准曲线定量，或用公式（(2）计算浓度。

                                      ‘＝hXBg

：‘— 样品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h— 样品峰高的平均值，MM;

Bg— 由6.2.2项得到的计算因子，mm o

  用校正因子按公式（3)计算浓度：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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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月
．
．

月．
．

（2）

式中

14.2

                                              c＝ hXf

式中：‘— 样品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h— 样品峰高的平均值，MM;

      f— 由 6.2. 3项得到的校正 因子，％/mm o

（3）

15

15.1

15.2

巧．3

15.4

15.5

测t范围、精密度和准确度

  测定范围

进样3 mL时，测定浓度范围是0.02%-0.60o0

  检出下限

进样3 mL时，最低检出浓度为0.014%.

  干扰和排除

由于采用了气相色谱分离技术，空气、甲烷、氨、水和二氧化碳等均不干扰测定。

  重现性

二氧化碳浓度在0.10%-0.2％时，重复测定的变异系数为500' 3Y0

  回收率

二氧化碳浓度在0. 02 %～  0. 4％时，回收率为9500̂'10500，平均回收率为 99000

第三法 容，滴定法

16 原理

    用过量的氢氧化钡溶液与空气中二氧化碳作用生成碳酸钡沉淀，采样后剩余的氢氧化钡用标准乙

二酸溶液滴至酚酞试剂红色刚褪。由容量法滴定结果除以所采集的空气样品体积，即可测得空气中二氧

化碳的浓度。

17 试剂和材料

17.1 吸收液

17-1.1 稀吸收液（用于空气二氧化碳浓度低于0.15％时采样）：称取1.4 g氢氧化钡〔Ba (OH),

8H,O〕和 0. 08 g氯化钡（BaC12 . 2H,O）溶于800 ml.水中，加人3 mL正丁醇，摇匀，用水稀释至

1 000 mL。

17.12 浓吸收液（用于空气二氧化碳浓度在0. 15 Y ̂-0. 5％时采样）：称取 2. 8 g氢氧化钡〔Ba (OH),

。8H20〕和 0. 16 g氯化钡（BaC12 . 2H20)溶于800 mL水中，加人 3 mL正丁醇，摇匀，用水稀释

1 000 mL。

    上述两种吸收液应在采样前两天配制，贮瓶加盖，密封保存，避免接触空气。采样前，贮液瓶塞接上

钠石灰管，用虹吸收管将吸收液吸至吸收管内。

17.2 草酸标准溶液：称取 0. 563 7 g草酸，(H2C20, " 2H20)，用水溶解并稀释至1 000 mL，此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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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L相当于标准状况（0̀C,101. 325 kPa)0. 1 mL二氧化碳。

17.3 酚酞指示剂

17.4 正丁醇

17.5 纯氮气（纯度99. 99%）或经碱石灰管除去二氧化碳后的空气。

18 仪器和设备

18. 1 恒流采样器：流量范围0̂-1 L/min，流量稳定、可调恒流误差小于2%；采样前和采样后用皂膜流

量计校准采样系统的流量，误差不大于5%.

18.2 吸收管：吸收液为 50 ML，当流量为 0. 3 L/min时，吸收管多孔玻璃板阻力为 392. 27-

490.33 Pa。

18.3 酸式滴定管：50 ml,,

18.4 碘量瓶：125 mLo

19 采样

取一个吸收管（事先应充氮或充人经钠石灰处理的空气）加人 50 mL氢氧化钡吸收液，以

0. 3 L/min流量，采样 5̂ 10 min。采样前后，吸收管的进、出气口均用乳胶管连接以免空气进人。

20 分析步骤

    采样后，吸收管送实验室，取出中间砂蕊管，加塞静置3h，使碳酸钡沉淀完全，吸取上清液25 mL

于碘量瓶中（碘量瓶事先应充氮或充人经碱石灰处理的空气），加入2滴酚酞指示剂，用草酸标准液滴定

至溶液的着色由红色变为无色，记录所消耗的草酸标准溶液的体积。同时吸取25 mL未采样的氢氧化

钡吸收液作空白滴定，记录所消耗的草酸标准溶液的体积（mL) o

21 结果计算

21.1 将采样体积按公式（4)换算成标准状态下采样体积：

Vo＝ V, x
  To

273十 t

    尸
x 二，
    1-n

（4）

式中

21．2

式中

22

22.1

：V。— 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L;

  V,— 采样体积，L二采样流量（L/min) X采样时间（min) ;

  t— 采样点的气温，℃；

To— 标准状态下的绝对温度，273 K ;

尸— 采样点的大气压力，kPa;

Po— 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101 kPa o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按公式（5)计算：

      20 X (b一 a)

“＝一一不丁－一 ·’“‘·’·‘············⋯ ⋯（5）

：。—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a— 样品滴定所用草酸标准溶液体积，mL;

  b— 空白滴定所用草酸标准溶液体积，mL;

Vo— 换算成标准状况下的采样体积，Lo

测t范围、精密度和准确度

  测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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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采样体积为5L时，可测浓度范围O.OOlOo~0.50oa

22.2 灵敏度

    样品溶液每消耗1 mL标准草酸溶液，相当于0. 1 mL二氧化碳（标准状况O0C,101.325 kPa)o

22.3 检出下限

    当采样体积为5L时，检出浓度为下限0. ool o o

22.4 干扰及排除

    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乙酸等酸性气体对本法的吸收液产生中和反应，但一般环境空气中二

氧化碳浓度在500 mg/m3以上，相比之下，空气中上述酸性气体浓度要低得多。即使空气中二氧化硫浓

度超过。. 15 mg/m3的100倍，并假设它全部转变为硫酸，对本法所引起的干扰不到50o.

22.5 精密度和准确度

    对含二氧化碳0.0400̂'0.27％的标准气体的回收率为9700̂'9800，重点测定的变异系数为2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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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气相色谱法分析空气中二级化碳的实例

Al

A2

色谱分析条件

柱箱温度：室温(10̂ 350C);

检测室温度：室温(10-350C）；

汽化室温度：室温(10̂-350C);

载气：氢,50 mL/min;

记录仪：满量程5 mV，纸速5 mm/min;

进样量：用六通进样阀进样3 mLo

按A1色谱分析条件所得到的色谱图。

                                        02+N2

                                                    56"CH

H2O

11'28"

图A1 标准气和样品气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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