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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汽车内纺织品、各类非金属材料及零部件散发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和总碳挥发值等进行了测试,

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发现,所测试的试验样品中胶黏剂类产品的检测项目的不合格数最多,而总碳挥发值则是不合格数值

最高的检测项目,填缝发泡包层类、胶黏剂类和顶棚板材封条类内饰部件是导致车内空气污染物超标的重要来源,而隔热

降噪材料类和管道滤网类内饰部件则对汽车内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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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内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零部件和胶黏剂中所含

有害物质的释放,内饰材料中的添加剂、有机溶剂等也

会随温度和时间的变化,不断向车内释放甲醛、甲苯、
二甲苯和其他挥发性有机物。汽车内纺织品、地毯、座
椅皮革海绵、顶棚、遮阳板、侧板、密封条、仪表盘、防护

罩、隔板、坐垫、软管和滤网等装饰和功能用非金属材

料及零部件(以下统称为“内饰部件”),是由各类纤维、
橡胶、塑料等高分子材料作为原材料,根据功能需要,
在生产工艺中添加发泡剂、增塑剂、胶黏剂、抗氧化剂、
稳定剂、阻燃剂等添加剂,以及阻聚剂、引发剂、乳化

剂、分散剂等助剂,再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整理加工、组
合而成。这些汽车内饰零部件中的高分子材料及含有

的化学试剂,在新车下线后,由于环境和其固有性质,
会逐渐向外散发释放芳香烃、酮类、醛类、不饱和芳香

烃类等有机化合物,并在汽车相对封闭空间内积聚,造
成车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呼吸、神经系统等产生不利影

响,甚 至 危 及 生 命。甲 醛、苯 和 总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TVOC)是国际公认的三大空气污染源[1]。甲醛会危

害人体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

可致癌物质;苯会引起人体骨髓与遗传损害,造成人体

再 生 障 碍 性 贫 血 甚 至 白 血 病;总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TVOC)则会引起机体免疫系统失调,严重时可损伤

肝脏和造血系统。车内首要污染物质为甲苯,其次为

二甲苯、甲醛和总挥发有机物(TVOC)[2]。本文通过

对不同内饰材料及零部件散发有害物质的测试,对其

质量状况进行分析。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样品、编号及数量

试验选择的样品包括汽车内各类内饰部件,根据

其结构、材料、功能等分成8个大类、共153个样品,具
体编号、分类和数量如下:

编号A,纤维面料制品类,如窗帘、座椅面料、地毯

等,共20个;
编号B,海绵皮革薄膜标签类,如座椅海绵、地板

革、坐垫薄膜、PVC标签等,共20个;
编号C,仪表台防护罩类,如仪表台面板、回风罩、

换挡杆防尘罩等,共11个;
编号D,顶棚板材封条类,如PVC板、ABS吸塑

板、门板胶条、橡塑条等,共33个;
编号E,填缝发泡包层类,如护栏软包件、PU包层

柱、泡沫填缝剂、座椅发泡等,共22个;
编号F,胶黏剂类,如密封胶、硅酮胶、热熔胶、树

脂胶等,共28个;
编号G,隔热降噪材料类,如管路隔热棉、隔音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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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材料、复合降噪材料等,共7个;
编号H,管道滤网类,如波纹管、排水管、滤网等,

共12个。

1.2 主要设备和试剂

试剂:甲醛标样(浓度100mg/L),乙酰丙酮和乙

酸铵(分析纯),苯、甲苯、二甲苯、乙苯标准物质(德国

Dr.EhrenstorferGmbH)。
设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PE公司,型号:

λ25),顶空-气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型号:7697A-7890A)。

1.3 测试方法

试验针对8类样品,分别对其散发的甲醛、苯、甲
苯、二甲苯、乙苯和总碳挥发值进行检测,并根据测试

结果和质量要求对所检测样品进行质量分析,测试方

法条件和质量要求见表1。
表1 检测项目测试条件和质量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方法

标准[3-4]
测试
条件

质量
要求

甲醛 mg·kg-1VDA27560℃萃取3h,40℃显色15
min,波长412nm测定吸光度

≤10

苯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总碳挥发值

μg·g-1

μg·g-1

μg·g-1

μg·g-1

μg·g-1

VDA277顶空条件:烘箱120℃、针管

150℃和传输管180℃;针管
停留时间0.35min,抽样0.5
min;GC 条 件:气 相 色 谱 炉
温,在50℃下加热3min,以
12℃/min速 率 加 热 至 200
℃,然后在200℃恒温4min;
进样口温度200 ℃;分流比

20∶1。

≤5
≤5
≤10
≤15
≤50

2 测试结果和分析

2.1 检测项目不合情况

根据1.3测试条件,按照方法标准分别进行甲醛、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和总碳挥发值的测试,得到8大

类、153个样品、共918个试验结果,并按照表1中进行

判断,检测项目未达到质量要求的即判定为不合格,判
定结果见表2。表2中,纵向结果为每一类内饰部件所

有检测结果中未达到质量要求的检测项目数,横向结

果为8大类所有检测样品结果中每一个检测项目未达

到质量要求的项目数。

2.2 不同类别样品间质量状况分析

从表2不合格样品数的统计结果看,8大类内饰部

件中6个检测项目全都有不合格样品的是填缝发泡包

层类(E)和胶黏剂类(F)2大类,检测项目不合格数占

总不合格数的比例达到51.38%,而这2大类产品中都

含有发泡剂、填缝剂、胶黏剂等化学试剂,也是汽车内

饰部件散发污染物的重要来源。
表2 试验样品各检测项目测试结果判定情况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不合格数/个

A B C D E F G H 小计

甲醛 4 6 0 6 6 2 1 0 25
苯 0 0 0 1 2 8 0 0 11

甲苯 4 1 3 4 1 3 0 3 19
二甲苯 3 2 3 6 8 5 0 0 27
乙苯 0 0 0 0 3 3 0 0 6

总碳挥发值 2 2 5 11 14 19 2 1 56
小计 13 11 11 28 34 40 3 4 144

  顶棚板材封条类(D)产品,如PVC板、ABS吸塑

板、门板胶条、橡塑条等,除基材外,在这些产品中会通

过添加粘结剂、增塑剂等增强其功能,因此该类产品中

检测项目不合格数也较高,占不合格总数的比例为

19.44%。
纤维面料制品类(A)、海绵皮革薄膜标签类(B)和

仪表台防护罩类(C)3类产品,如窗帘面料、海绵、地
毯、仪表板等,结构功能都比较简单,在其加工生产过

程中虽然也会使用到化学试剂等,但在后整理工序中

会进行处理,到最终产品时含量都较少,这3类产品检

测项目不合格数占比均低于10%。
隔热降噪材料类(G)和管道滤网类(H)2大类产

品中检测项目不合格数最少,2类产品中检测项目不

合格数占总不合格数的比例仅为4.86%,因为这2类

内饰部件主要是由发挥功能作用的材料制成,如隔热

棉、隔音隔热材料、滤网等,都很少含有易散发有害物

质的化学试剂,因此其对汽车内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2.3 不同检测项目间质量状况分析

试验共对甲醛、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和总碳挥发

值检测项目进行了测试,从表2统计结果看,6个检测

项目中,不合格数最多的是总碳挥发值,占不合格总检

测项目数的比例达到38.88%,接下来依次为二甲苯、
甲醛、甲苯、苯和乙苯。

总碳挥发值测试结果中,不合格数前3的依次是

胶黏剂类(F)、填缝发泡包层类(E)、顶棚板材封条类

(D)内饰部件,这3类占内饰部件总碳挥发值测试结果

不合格总数的比例达78.57%。
二甲苯测试结果中,不合格数量前3的依次是填

缝发泡包层类(E)、顶棚板材封条类(D)、胶黏剂类(F)
内饰部件,这3类占内饰部件二甲苯测试结果不合格

总数的比例达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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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测试结果中,不合格数量前3的依次是海绵

皮革薄膜标签类(B)、顶棚板材封条类(D)、填缝发泡

包层类(E)内饰部件,这3类占内饰部件甲醛测试结果

不合格总数的比例达72.00%。
甲苯测试结果中,除隔热降噪材料类(G)内饰部件

外,其他7类中存在不合格的检测项目,彼此间差异不

是很大。
苯测试结果中,只有胶黏剂类(F)、填缝发泡包层

类(E)、顶棚板材封条类(D)这3类内饰部件产品中有

不合格的检测项目,其余4类未出现不合格的检测项

目。
乙苯测试结果中,只有胶黏剂类(F)、填缝发泡包

层类(E)这2类内饰部件产品中有不合格的检测项目,
其余4类未出现不合格的检测项目。

3 结论

(1)本次试验样品中,检测项目不合格数最多的内

饰部件是胶黏剂类(F)产品,全部内饰部件不合格数最

多的检测项目是总碳挥发值。
(2)填缝发泡包层类(E)、胶黏剂类(F)和顶棚板

材封条类(D)这3大类内饰部件中,基本上所有检测项

目都存在不合格,是汽车内饰部件散发污染物的重要

来源;而隔热降噪材料类(G)和管道滤网类(H)2大类

产品对汽车内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3)总碳挥发值、二甲苯、甲醛和甲苯等检测项目

是本次试验中未达质量要求的主要检测项目,占不合

格项目总数的比例为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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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volatilizationvaluesofformaldehyde,benzene,toluene,xylene,ethylbenzeneandtotalcarbonemittedfromtex-

tiles,variousnon-metallicmaterialsandpartsinautomobilesweretested.Throughtheanalysisoftheresults,itwasfoundthatthe

numberofunqualifieditemsintheadhesivesproductwasthehighest,andthetotalcarbonvolatilizationvaluewasthehighestnumber

ofunqualifiedtestitems.Thefoamer&fillinggluetape,adhesivesandceiling&sealingtapewereimportantsourcesofexcessiveair

pollutantsinvehicles.Insulationheatandnoise-reducingmaterialsandpipe-filtercomponentshadlittleeffectontheair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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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oftextileindustrywereanalyzed.Thenecessityofindustrialupgradingwasexpoun-

ded.Thesuggestionsonthepathandmodeoftextileindustryupgradingwere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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