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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4966:2002《环境空气 无机纤维状颗粒计数浓度的测定 

扫描电镜法》。
本标准与ISO14966:2002《环境空气 无机纤维状颗粒计数浓度的测定 扫描电镜法》(英文版)

的主要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根据中文表达习惯,为突出本标准主要目标分析物,在原标题“无机纤维”前,增加了“石棉等”

三个字;
———原标准在多处解释方法检出限。中文版将这部分内容和原“方法性能”一章中相关内容精简合

并纳入到第1章“范围”,并在第1章增加了浓度测定范围等内容;
———删去了参考文献,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删去了“术语和定义中”的若干与检测方法关联不太紧密的词条,并将词条重新排序;
———根据实际操作经验,在标准正文中简化了样品采集和采样膜预处理步骤,删去了核孔膜先行镀

金和等离子灰化相关内容;
———删去了原附录A和附录C内容,将采样记录表示例和检测报告示例从标准正文中移到附录,

对附录重新进行了排序;
———将原“方法性能”一章中测量不确定度内容单独设为第9章“测量不确定度”。为便于读者理

解,增加了具体计算方法和解释性内容。
本标准由全国微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树屏、李玉武、殷惠民、任立军、杜祯宇。

Ⅰ

GB/T35097—2018



引  言

  石棉纤维及其他无机纤维以其特有的优良化学物理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绝缘、保温、密封、摩擦

材料等领域。目前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对石棉纤维材料的使用进行了限制。但它仍然广泛存在于

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中。研究结果表明,进入人体内的石棉纤维致癌性几率极大。
石棉等无机纤维进入人体有多种途径,其中通过呼吸进入是最主要的方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

石棉纤维致癌性与纤维的长度、直径以及纤维在生物体环境中抗分解的能力相关。一般认为,长度小于

5μm的纤维的潜在致癌性非常低,直径大于3μm的纤维难以被吸入人体。本标准中将可计数测纤维

定义为纤维的长度要超过5μm,宽度范围从观察极限到3μm,且长宽比大于3∶1。因此,本方法需要

记录所有被测纤维的长度和直径。
根据目前的科学观点,硫酸钙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所以应将这类纤维与其他无机纤维区别开,不

包括在最后的结果中。但需要测量硫酸钙纤维计数浓度,因为高浓度的这类纤维使可能存在的石棉纤

维结果有负偏差。有些情况下,这些样品甚至应放弃。
对环境空气中石棉等无机纤维浓度进行规范性检测,对于环境空气质量和人们生活环境的评估十

分重要。石棉在环境空气中含量很低,只占其中悬浮颗粒物总量的数万分之几至数千分之几,目前一般

采用电子显微镜-能谱仪法测定。对于宽度小于0.2μm的纤维,此方法检测和鉴别结果具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可根据采样现场周边已知源或疑似源(如块状建筑材料、保温材料等)的分析结果进行确认,以
降低鉴别结果的不确定性。除了纤维区分非常困难的情况,用本方法测得的结果与ISO10312:1995附

录E中利用透射电镜测量纤维的方法测得结果基本一致。
如果采用普通扫描电镜,对于宽度小于0.2μm的纤维的测定和区分具有局限性。如果采得的样品

中宽度小于0.2μm 的纤维占主导地位,建议使用场发射枪扫描电子显微镜或透射电镜方法(按照

ISO10312的要求)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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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束分析 扫描电镜-能谱法
环境空气中石棉等无机纤维状颗粒

计数浓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扫描电镜测量环境空气中石棉等无机纤维状颗粒计数浓度的方法。此方法同时

利用X射线能谱分析技术(EDX)分析纤维状颗粒的元素组成,并根据此数据区分石棉纤维、硫酸钙纤

维和其他无机纤维。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空气中石棉等无机纤维状颗粒计数浓度的测定,也适用于建筑物内空气中石棉

等无机纤维状颗粒计数浓度的检测。例如含石棉建筑材料拆除更换后,空气中残留石棉纤维状颗粒浓

度的测定。
如果检测时未发现纤维(纤维根数为0),此时其95%置信区间上限为2.99根。如果每平方厘米样

品膜上通过1.0m3 空气,用扫描电镜分析这张膜上1.0mm2 面积,即通过被分析面积膜的空气体积为

0.010m3 时,检出限大约是300根/m3 纤维。
滤膜试样上的纤维状颗粒浓度检测范围大约在3根/cm2~200根/cm2。空气中的浓度值(纤维根

数/m3)取决于采样体积,可计算得出。
注1:在检出限计算过程中,不用考虑滤膜上纤维本底值。经验证明,与上述检出限相比,未使用过的滤膜本底值可

以忽略不计。

注2:环境空气中测得的石棉纤维(长度大于5μm)浓度一般小于1000根/m3,绝大多数情况下小于100根/m3。

因此,单次测量的石棉纤维的数量通常很少,所以应根据石棉纤维和其他无机纤维的总量来表示检出限和测

量不确定度(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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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27025—2008,ISO/IEC17025:2005,IDT)

HJ/T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618 环境空气PM2.5和PM10的测定重量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石棉 asbestos
一类硅酸盐矿物,属于蛇纹石或闪石类,具有石棉状的晶型和特性,经碾碎加工,非常容易制成长、

细、可弯曲且结实的纤维状物质。
注:主要石棉类型的美国化学文摘资料来源索引号如下:温石棉(12001-29-5),青石棉(12001-28-4),铁石棉(12172-

73-5),直闪石(77536-67-5),透闪石(77536-68-6),阳起石(7753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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