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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负离子也被称为空气维生素。负离子可以中和人体内显示阳性的自由基，可以降低体内的

乳酸、尿酸等。

负离子可以调节人类机体内在的生物节律，抑制老化；使肝肾功能、肠蠕动功能活化；使

血液、体液的 pH 值呈弱碱性，促进体内废物、毒素的排泄；改善脂质、糖代谢；促进吸收消

化，产生代谢激素；活化 NK 细胞，抑制有害菌、病原菌的增殖，预防感染；促进睡眠。因此，

空气负离子被誉为“空气的维生素”。

在康养环境中应用，负离子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本标准规定了负离子环境中颗粒物、臭

氧、二氧化氮等污染物以及电离辐射等方面的限值浓度。

负离子在长期的应用中，很多是因为应用条件等方面不符合负离子特性的要求，因此，得

出了一些效果不明显甚至负面的结果。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强调康养环境中应用负离子的条件，特别是安全方面的严格规定，一

定能够使负离子在大健康产业化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人们的健康带去福祉。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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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环境负离子应用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康养环境负离子应用的范围、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应用条件和试验方

法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室内康养环境，包括居家养老环境、养老院机构、康复医院、养生会所等，

也适用于医养环境与其他人居室内环境等场合。

本文件涉及的人工生成负离子的产品和技术包括电子设备、功能性涂料和材料及各种负

离子生成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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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4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要求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

GB/T 18202 室内空气中臭氧卫生标准质量

GB/T 21603-2008 化学品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方法

GB/T 21609-2008 化学品 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方法

QB/T 4982-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用负离子发生器

JC/T 2110 室内空气离子浓度测试方法

JC/T 2040-2022 负离子功能建筑室内装饰材料

T/CL002-2021 人工生成负氧离子产品技术指标及检验方法

T/GIEHA 012—2019 室内环境生态负（氧）离子浓度等级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康养环境

康养是指“健康”和“养生”的集合，是指无污染、无公害、可持续、有助于人身体健

康的室内环境。康养环境是指在室内环境的建筑、设计和装饰中，不仅要满足人体工学、身

心特点及行为习惯的需求，还要满足安全、健康需求。康养环境与人们的生理指标与心理指

标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改善睡眠、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改变亚健康状态。

https://www.so.com/s?q=gb 22337-2008 %E3%80%8A%E7%A4%BE%E4%BC%9A%E7%94%9F%E6%B4%BB%E5%99%AA%E5%A3%B0%E6%8E%92%E6%94%BE%E6%A0%87%E5%87%86%E3%80%8B&src=common_recom_wd_wntj_4_2.0
吴教授工作室
室内，以下同

吴教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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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医养环境

医养即集医疗、养老、养生为一体并整合产品及服务的模式。医养环境即为医养结合提供的

环境。

3.3 负离子

气体分子获得能量，使外周的电子脱离，成为自由电子。电子有较大的电离功率，可以

直接电离空气中的分子，产生负离子。电子还能依附于许多分子于原子上成为负离子。较大

的电离功率可以直接电离空气中的分子，形成负离子。

3.4负离子黑墙现象

负离子对空气中的尘埃粒子有凝聚作用，原来污染空气中的微小的悬浮粒子在负离子的

作用下会凝聚成较大的粒子，从而逐渐在室内沉降下来。具有极性的尘粒，很容易吸附在墙

上、家具上、天花板上，特别是电视机荧光屏上。

3.5 轻离子、中离子、重离子

空气中的负离子按照迁移率的大小分为大、中、小三种，或者称为轻、中、重三种。带

一个负离子的若干个中性气体分子组成的集合物被称为小离子或轻离子。100 个左右的气体

分子组成的集合物，成为很小的带电微粒，被称为中离子。带电的颗粒比轻离子大 1000 倍

或以上的集合物被称为重离子。

3.6 负离子生成剂中的放射性物质

指在负离子生成剂中存在的放射性元素及其衰变产物。

4. 基本规定

在康养负离子应用环境中，

4.1 空气中的相对湿度为30%~70%。
4.2 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应该符合表1的要求。

4.3 应该没有黑墙现象。

4.4 触碰物体表面，不能有打手现象。

4.5 空气中正离子浓度应当小于负离子浓度的10%，或者未检出。

4.6 负离子生成剂等负离子生成材料应参照GB6566规定，依据JC/T 2040-2022的要求进行放

射性卫生评估。

5. 应用条件

5.1 室内空气质量

除表1的参数，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GB/T18883 的规定。某些污染物需要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室内空气部分污染物质量要求分级

序号 指标项目 单位 卓越级 合格级 平均时间

1 PM2.5，≤ mg/m3 0.015 0.050 1h

2 臭氧，≤ mg/m3 0.05 0.10 1h

3 二氧化氮，≤ mg/m3 0.025 0.050 1h

4 菌落总数，≤ cfu/m3 500 1000 --

5 甲醛，≤ mg/m3 0.03 0.08 1h

6 苯，≤ mg/m3 0.01 0.01 1h

7 TVOC，≤ mg/m3 0.2 0.6 1h

吴教授工作室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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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全

5.2.1 电气安全

负离子设备的电气安全要达到GB 4706.1与 GB 4706.45 规定的要求

5.2.2 放射性安全

功能性材料的各项放射性控制限值符合GB6566规定要求。

5.2.3 臭氧浓度

5.2.3.1 电离型负离子发生器设备在30立方米环境仓中测试，24小时连续开机，臭氧浓

度≤0.1mg/m3。

5.2.3.2 在产品说明书宣称的空间中测试，开机1小时，臭氧浓度≤0.1mg/m3。

5.2.4 辐射

5.2.4.1 电离辐射防护要符合GB18871的规定要求。普通居民住所内环境须小于0.5 uSv/h,
产生负离子的场所表面综合放射性强度不得大于0.5 μSv/h 。

5.2.4.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要符合GB8702的规定要求。

5.2.4.3 施工后室内环境各项控制限值符合GB55016-2021规定要求。

5.2.5电磁兼容

负离子设备自身产生的电磁骚扰不能对其他电子产品产生电磁骚扰（EMI）。电磁兼容

性应符合GB/T 18268的要求。

5.2.6 其他安全性要求

为保证采用硅藻泥、瓷砖、涂料、喷剂产生负离子的材料类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应保证产品无毒并且对眼部无刺激，同时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材料在表面不易脱落，从而避

免被人体吸入的风险。

5.3 负离子浓度

在施工或设备安装后的空间环境中产生负离子浓度≥3000个/cm3。

5.4 噪声

负离子应用环境的噪声值规定白天不超过 55dB(A)，夜间低于 45dB(A)。

5.5 耐久性

在产品说明书宣称的空间中测试1000小时，负离子浓度不得低于初始值的95%。

负离子生成剂在施工后 90 天后测试，负离子浓度不得低于初始值的 95%。

6. 试验方法

6.1 室内空气质量

室内空气质量按照GB/T18883 的规定进行试验。

6.2 安全

6.2.1 电气安全

负离子设备的电气安全按照GB 4706.1与 GB 4706.45 规定进行试验。

6.2.2 放射性安全

功能性材料的各项放射性控制限值符合依据JC/T 2040-2022的要求进行检测。

6.2.3 臭氧浓度

6.2.3.1 电离型负离子设备的臭氧发生浓度按照实验室测试按照GB 4706.45 规定进行试

验。

6.2.3.2 在产品说明书宣称的空间中测试。按照GB/T1820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2.4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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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 电离辐射防护按照GB18871的规定试验。

6.2.4.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按照GB8702的规定试验。

6.2.5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性试验按GB/T18268的规定方法进行。

6.2.6 其他安全性要求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按照GB/T 21603-2008方法进行。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按照GB/T
21609-2008方法进行。

6.3 负离子浓度

负离子浓度测试参照JC/T 2110规定进行。

6.4 噪声

噪声按照GB 22337 规定进行试验。

6.5 耐久性

在产品说明书宣称的空间中运行1000h后，按JC/T 2110规定的方法测试负离子浓度。

负离子生成剂等材料类产品在施工后90天后测试，按JC/T 2110规定的方法测试负离子

浓度，负离子浓度不得低于初始值的95%。

https://www.so.com/s?q=gb 22337-2008 %E3%80%8A%E7%A4%BE%E4%BC%9A%E7%94%9F%E6%B4%BB%E5%99%AA%E5%A3%B0%E6%8E%92%E6%94%BE%E6%A0%87%E5%87%86%E3%80%8B&src=common_recom_wd_wntj_4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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