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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分为六个部分:
———第1部分:物理因素;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第3部分:空气微生物;
———第4部分:公共用品用具微生物;
———第5部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第6部分:卫生监测技术规范。
本部分为GB/T1820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8204.13—2000《公共场所空气温度测定方法》、GB/T18204.14—2000《公共场

所空气湿度测定方法》、GB/T18204.15—2000《公共场所风速测定方法》、GB/T18204.16—2000《公共

场所气压测定方法》、GB/T18204.17—2000《公共场所辐射热测定方法》、GB/T18204.18—2000《公共

场 所 室 内 新 风 量 测 定 方 法》、GB/T 18204.19—2000《公 共 场 所 室 内 换 气 率 测 定 方 法》、

GB/T18204.20—2000《公共场所采光系数测定方法》、GB/T18204.21—2000《公共场所照度测定方

法》、18204.22—2000《公共场所噪声测定方法》、GB/T18204.28—2000《游泳水温度测定方法》,部分代

替GB/T17220—1998《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中监测点的选择、公共场所监测的要求和监测数

据整理。
本部分与GB/T18204.13~18204.22—2000、GB/T18204.28—2000和GB/T17220—1998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将GB/T18204.13~18204.22和GB/T17220中关于现场测点选择、要求及数据整理合并为

统一的要求;
———删除了测量仪器的检定方法,保留了使用前的校准要求;
———删除了毛发湿度表测定相对湿度测量的方法,增加了电阻电容法;
———将室内新风量与换气次数合并为统一的测定方法,并增加风管测定法;
———将新风量测定结果的单位由m3/h改为m3/(人·h);
———删除了叶轮式风速表测定室内风速的方法;
———增加了热舒适PMV指数、电磁辐射、紫外线辐射、空气中氡浓度的测量方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金银龙、刘凡、姚孝元、刘金忠、曹兆进、戴自祝、郭亚菲、王强、叶丹、马英顺、

纪缨伦。
自本部分实施之日起,GB/T18204.13~18204.22—2000、GB/T18204.28—2000全部内容和

GB/T17220—1998中相应内容同时废止。

GB/T18204.13~18204.22—2000、GB/T18204.28—2000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8204.13—2000;
———GB/T18204.1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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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204.15—2000;
———GB/T18204.16—2000;
———GB/T18204.17—2000;
———GB/T18204.18—2000;
———GB/T18204.19—2000;
———GB/T18204.20—2000;
———GB/T18204.21—2000;
———GB/T18204.22—2000;
———GB/T18204.28—2000。

GB/T17220—1998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22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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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因素

1 范围

GB/T18204的本部分规定了公共场所中物理因素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公共场所中物理因素的测定,其他场所、居室等室内环境可参照执行。
注:本部分中除新风量检验方法外,同一个指标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检验方法时,可根据技术条件选择使用,但

以第一法为仲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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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049 中等热环境 PMV 和PPD 指数的测定及热舒适条件的规定

GB/T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HJ/T10.2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3 空气温度

3.1 玻璃液体温度计法

3.1.1 原理

玻璃液体温度计是由容纳温度计液体的薄壁温包和一根与温包密封连接的玻璃细管组成。空气温

度的变化会引起温包温度的变化,温包内液体体积则随之变化。当温包温度增加时液体膨胀,细管内液

柱上升;反之亦然。玻璃细管上标以刻度,以指示管内液柱的高度,液柱高度读数准确地指示了温包的

温度。

3.1.2 仪器

3.1.2.1 玻璃液体温度计:刻度最小分值不大于0.2℃,测量精度±0.5℃。

3.1.2.2 温度计悬挂支架。

3.1.3 测量步骤

3.1.3.1 测点布置见附录A中A.2。

3.1.3.2 经5min~10min后读数,读数时先读小数后再读整数。读数时视线应与温度计标尺垂直,水
银温度计按凸月面的最高点读数,酒精温度计按凹月面的最低点读数。

3.1.3.3 读数应快速准确,以免人的呼吸气影响读数的准确性。

3.1.3.4 由于玻璃的热后效应,玻璃液体温度计零点位置应经常用标准温度计校正,如零点有位移时,
应把位移值加到读数上。

3.1.3.5 为了防止日光等热辐射的影响,必要时温包需用热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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