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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非金属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
醛酮类物质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内非金属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检测的术语和定义、样品准备、包装、运
输、接收、前处理及采样方法、测定及结果计算、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 M1类和N1类车辆乘员舱及行李舱内非金属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的采

样和测定,其他类型车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388—1986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6388—1986和GB/T1508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organiccompounds
按照附录A测量得到的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等化合物的总称。

3.2
醛酮类物质 aldehydesandketones
按照附录B测量得到的甲醛、乙醛、丙烯醛等化合物的总称。

3.3
总碳氢化合物 totalhydrocarbons
使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测量得到的所有可挥发的碳氢化合物。

3.4
袋式法 bagmethod
将样品装入一定尺寸氟塑料(如聚四氟乙烯、聚氟乙烯或聚四氟乙烯-六氟丙烯共聚物)采样袋中,

充入适量氮气后密封,在给定的温度条件下加热、采集气体的试验方法。

3.5
箱式法 chambermethod
将样品放入试验箱内,在给定的温度、湿度和空气交换率条件下进行处理后,采集气体的试验方法。

3.6
气流速度 airflowspeed
试验箱内由于气体流动产生的空气流的平均速度,其速度的测量点位于箱体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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