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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５５９３：２００１《环境烟草烟气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估测　用紫外吸

收法和荧光法测定粒相物》（英文版）。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ＩＳＯ１５５９３２００１等同。规范性引用文件

采用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的国际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烟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ＴＣ１４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纲岭、谢复炜、王癉、赵乐、刘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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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环境烟草烟气（ＥＴＳ）是由气相物和粒相物组成的一种气溶胶。由于气相物和粒相物性质上的差

异，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关联性，因而准确评价室内空气中环境烟草烟气的含量水平需要测定对两相都适

合的标示物。在理想的环境烟草烟气标示物所具备的条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环境条件在一定范围时，

标示物必须与某一污染物或某一类污染物（如悬浮颗粒）保持相当稳定的比例关系（见参考文献［１］）。

注：参考文献目录给出了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为给本标准的使用者提供信息，标准文本中引用文献处列出了具

体的文献出处。

紫外粒相物（ＵＶＰＭ）和荧光粒相物（ＦＰＭ）均满足这一要求，在各种通风条件和采样时间下均与烟

草烟气的可吸入悬浮颗粒物（ＲＳＰ）保持一恒定的比例关系。相比之下，烟碱（环境烟草烟气气溶胶气相

物中的一种成分）与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ＥＴＳＰＭ）之间则不保持恒定的比例关系（见参考文献［２］）。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是空气总体质量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标示物。它有多种来源，如燃烧产物（包括烟

气）、空气尘埃、滑石粉、杀虫剂尘埃、病毒、细菌等等（见参考文献［３］）。因此，可吸入悬浮颗粒物不是环

境中环境烟草烟气水平的合适标示物。研究表明，在绝大部分允许吸烟的室内空间中，平均只有５０％

或更少的可吸入悬浮颗粒物来源于烟草烟气（见参考文献［４］～［７］）。本标准所描述的测定方法有效地

减少了以可吸入悬浮颗粒物作为环境烟草烟气标示物方法所固有的不可控偏差的程度（见参考文献

［４］～［６］，［８］～［１３］）。

因为所测得的光谱吸收并不是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所特有的，所以这些方法是环境烟草烟气对室

内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影响的一种保守测定（即，一种过高的评价）。已知源于燃烧的可吸入悬浮颗粒物

会显著增加紫外粒相物的测定值（见参考文献［１４］）。而荧光粒相物的这种倾向则不太明显，但也不能

绝对排除干扰的存在。总之，由于存在不可量化的干扰物，所以这些方法只能提供环境烟草烟气对室内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影响的一种参考，而不是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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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烟草烟气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的估测

用紫外吸收法和荧光法测定粒相物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烟草烟气（ＥＴＳ）对可吸入悬浮颗粒物（ＲＳＰ）影响率估测的采样和测定方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ＩＳＯ６４８　实验室用玻璃器皿　单标线吸量管

ＩＳＯ１０４２　实验室用玻璃器皿　单标线容量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环境烟草烟气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犿狅犽犲（犈犜犛）

人体呼出的已陈化、被冲淡的主流烟气与已陈化、被冲淡的侧流烟气的混合物。

３．２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　狉犲狊狆犻狉犪犫犾犲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犱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犚犛犘）

采用粒度选择性采样装置捕集时，符合中位割点的空气动力学直径为４．０μｍ的捕集效率曲线的

粒子。

３．３

　　紫外粒相物　狌犾狋狉犪狏犻狅犾犲狋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犿犪狋狋犲狉（犝犞犘犕）

通过比较可吸入悬浮颗粒物样品与代用标准物的紫外吸收而得到的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对可吸入

悬浮颗粒物影响率的估测值。

３．４

　　荧光粒相物　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狋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犿犪狋狋犲狉（犉犘犕）

通过比较可吸入悬浮颗粒物样品与代用标准物的荧光强度而得到的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对可吸入

悬浮颗粒物影响率的估测值。

３．５

　　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犿狅犽犲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犿犪狋狋犲狉（犈犜犛犘犕）

环境烟草烟气的粒相部分。

３．６

　　代用标准物　狊狌狉狉狅犵犪狋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其浓度与已知浓度环境烟草烟气粒相物溶液已建立定量关系的化学品。

例如：紫外粒相物采用２，２′，４，４′四羟基二苯甲酮（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ｐｈｅｎｏｎｅ）（ＴＨＢＰ）作为代用

标准物；荧光粒相物采用莨菪葶（ｓｃｏｐｏｌｅｔｉｎ）作为代用标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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