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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口岸消毒技术规范总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境口岸卫生检疫消毒处理的适用范围、药物使用、方法选择、程序及效果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检验检疫机构在国境口岸的消毒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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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T 1758出人境卫生检疫卫生处理通用规则
    S N/ T 1 7 5 9出人境口岸卫生处理常用药物使用准则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消毒di s i nf ec t i on

    采用卫生措施，利用化学或物理因子的直接作用，控制或杀灭人体或动物身体表面或行李、货物、集
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中（上）的传染性病原体的程序。
3 . 2

    消毒剂disinfectant
    能杀灭传播媒介上病原微生物并达到消毒要求的制剂。

消毒药物使用

消毒药物使用总则，遵照SN/T 1759执行。

5 消 毒 方 法

5 . 1基本原则

    应根据消毒对象的来源、种类、数量、消毒目的以及现场检查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污染嫌疑
的实际情况，选择针对病原微生物特点的最佳消毒方法。国境口岸常用消毒方法有喷洒、气溶胶喷雾、

熏蒸、擦拭、浸泡、直接投药等方法。

5. 2喷洒消毒

5 . 2 .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处理占地面积大，密闭性差的场所或耐湿的物体（品）表面、室内墙面和地面等。如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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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表面，船舶表面、舱室，人出境车辆的内、外表面等。

5 . 2 . 2要求

    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顺序依次喷洒，应先喷出一条通道，再进行处理。喷头距离表面0.5 m左
右，喷洒量依据表面吸水量而定，以消毒液可均匀覆盖表面至全部湿润且无液滴流下为度。

5 . 2 . 3常用药品

    根据具体情况可选用高效（过氧乙酸、二氧化氯、含氯或含嗅消毒剂等），中效（复方季按盐类、醇类
等）消毒剂。

5 . 2 . 4注意事项

    作业人员根据防护要求，佩戴防护口罩、防护眼镜、手套，穿戴相应防一护服。

5. 3气溶胶喷雾消毒

5 . 3 . 1适用范围

    适用于污染的室内空气及物体表面。

5 . 3 . 2要求

    按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由左向右的顺序喷雾。喷雾量根据消毒剂的要求和消毒目的而定。喷雾完
毕后应密闭，一般密闭时间为1 ho

5. 3. 3常用药品

    过氧乙酸、二氧化氯、过氧化氢、次氯酸例、二氯或三氯异氰尿酸钠C
5. 3. 4注意事项

    同喷洒消毒法，应特别注意防止消毒液气溶胶进入呼吸道；消毒结束后应通风，去除空气中残留的
消毒液雾滴。

5. 4熏蒸消毒

5 . 4 . 1适用范围

    适用于怕湿、怕热、怕腐蚀的物品、器具的处理。

5. 4. 2常用药品

    环氧乙烷、过氧乙酸、甲醛。其中甲醛不适用于包装物品的熏蒸消毒，过氧乙酸不得用于精密的仪
器和锋利的器械。

5 . 4 . 3常用器械

    熏蒸剂残留量检测仪、警戒标一识、牛皮纸、浆糊、胶带、卷尺、笔、笔记本、磅秤或电子秤。其中，环氧
乙烷熏蒸需提供投药管、接头等设备，过氧乙酸、甲醛需提供电热炉、瓷或玻璃器皿（用于加热）、支架等。

5.4.4投药浓度及密闭熏蒸时间

    环氧乙烷常用浓度50 g/m3-100 g/m3，密闭熏蒸12 h-24 h，相对湿度30％一50%（小型物品）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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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80%（大型物品）；过氧乙酸常用溶液浓度15 0 0 , 7 mL/m3 (1 g/m3）密闭熏蒸2h；甲醛常用浓度
4000,25 mL/m3-50 mL/m3，相对湿度70％一9000，密闭熏蒸12 h-24 ho

5. 4. 5急救药械

    2％碳酸氢钠、0.1％氨水、3％硼酸、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酒精、无菌纱布、止血带等。

5 . 4 . 6注意事项

    投药时应穿戴防毒面具、A级防护服、手套等。
    投药完毕后，应在位置明显处粘贴熏蒸警戒标识。

    投放环氧乙烷时投药应缓慢释放，投药管出口处应放置一扩散盘，使药物能迅速扩散避免在局部形
成高浓度。

    若发生急性中毒，应迅速撤离现场，视情况给予吸氧、人工呼吸、全土射呼吸兴奋剂，并应注意保暖。
    环氧乙烷易燃易爆，在熏蒸操作时应注意静电，避免火源。

5 . 5擦拭消毒

5 . 5 . 1适用范围

    适用于处理表面不规则、面积较小耐湿的物品．如耐湿的仪器设备、桌椅、门把手、走廊扶手、楼梯、
茶几等。

5 . 5 . 2要求

    用干净的布浸消毒剂溶液，依次往复擦拭拟消毒物品表面丙至少往复擦拭三次，擦拭至表面湿润无
液滴流下为度，按照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的顺序进行，达州肖毒作用时间后，再用清水擦洗，去除残留消
毒剂。

5. 5. 3注意事项

    不耐湿物品表面不可使用该方法；擦拭时应防正遗漏；污物可导致消毒浓有效浓度下降，应适时更
新的消毒液。

5 . 6浸泡消毒

5 . 6 . 1适用范围

    适用于耐湿器械，特别是玻璃器皿、衣物一、粘稠韵排泄物、呕吐物及其容器等的消毒处理，以及消毒
作业完毕后防护用品的处理等。

5 . 6 . 2要求

    对有管腔物品应使管腔内充满消毒液，达到消毒时间后，应及时取出消毒物品，用清水清洗，去除残
留消毒剂。

5 . 6 . 3注意事项

    使用可连续浸泡消毒的消毒液时，消毒物品或器械应洗净沥干后再放人消毒液中。

5 . 7直接投药

5 . 7   适用范围

对于污染严重、含水量较高的消毒对象，采取直接投人消毒剂原药的方法进行处理，如稀薄的排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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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呕吐物，无粪尿液、污水、洽水、压舱水、饮用水等。

5 . 7 . 2要求

    根据消毒对象的种类、数量、体积等，投入足量消毒剂；消毒剂应与消毒对象混合均匀。

5. 7. 3注意事项

    压舱水消毒时，如压舱水污染严重的应先采水样作需氯量测定；必须使用测水管投药时，应将消毒
剂充分溶解后，取其上清液使用，以防水管堵塞或悬液沉淀物硬结舱底；航空器饮用水消毒不能使用
液氯。

6 程 序

6 . 1 准备

6 . 1 . 1人员组织

    根据传染病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征，结合国境口岸及交通工具、运输设备、货物及消毒对象的特
点，选择适当数量经过专业培训，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实施，具体人数根据工作量确定，一般为2人～
4人组成消毒小组：熏蒸消毒操作人员至少6人，3人一组，另设负责人1名，共7人。在检疫医师的指
导下操作。

6 . 1 . 2制定方案

根据具体消毒对象的种类、数量、染疫或污染情况，制定消毒方案：
―明确需杀灭或消除的病原微生物种类和特性，测量和计算消毒对象的容积、面积或数量；
―选择适宜的消毒方法、消毒剂及其剂型；
―计算施药量，配制消毒液；

―准备消毒器具、防护用品，常用的有：消毒剂、喷雾器（常量、低容量、超低容量或气溶胶喷雾
    器）、塑料桶、药勺、漏斗、过滤网、搅棒、量杯、平板秤、工作服、工作帽、口罩、乳胶手套、防护眼
    镜、长筒胶靴、毛巾、指刷、有柄刷子、洗涤剂、记录表、圆珠笔、耐压塑料袋、污物袋、污物桶、踏
    脚垫、钢卷尺、手电筒、绳子、夹钳、警示标志等；
―根据消毒效果评价检测的需要准备采样用品，如采样规格板、试管、无菌棉拭子、采样液、中和
    剂、无菌平皿或空气浮游菌采样器、酒精灯等。

6.2现场消毒作业的基本步骤及操作要点

    现场消毒作业的基本步骤及操作要点遵照SN/T 1758执行。

7 质 量 控 制

7.1消毒工作质量控制要点

7.

7 .

7 .

7 .

7 .

根据消毒对象的性质特点，选择适合的消毒剂和正确的消毒方法。
正确计量船舱、车厢、机舱的容积、面积及污染物数量，正确计算消毒剂用量。
掌握消毒剂有效成分含量，必要时可先测定其有效成分浓度。
消毒剂的浓度配制要正确、适当。

保证足够的消毒时间，消毒时间应从施药结束时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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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正确选用消毒器械，空气消毒应选用气溶胶或超低容量喷雾器，表面消毒选用常量喷雾器，并注
意避免消毒剂对器械的腐蚀性。

7.1.7交通工具生活区是消毒的重点，必要时（如船舶、火车和汽车卫生状况较差的）应施以擦拭消毒，
对可浸泡物品施以浸泡消毒。

7.1.8熏蒸消毒要注意严密封闭，对漏气部位要仔细检查并补堵。喷雾消毒要喷洒均匀，药量足够，遇
吸附性强的物品应增加喷药量。

7.1.9垃圾、废弃物多为固体有机质，消毒剂穿透有一定困难，且消耗其有效成分多，投药量要大而且
充分，作用时间要充分。

7.1.10船舶上的垃圾应在船上实施消毒；飞机、列车垃圾应在专用的垃圾处理场所实施消毒。焚烧处
理是最彻底的一种消毒方式。

7 . 2消毒效果评价

消毒效果评价遵照附录A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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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消毒效果评价

A . 1 原则

检测人员应经过消毒及其相关专业培训，掌握相关的消毒知识，具备熟练的检验技能。

选择合理的采样时间。

严格遵循无菌操作程序。

‘1

勺

乙Q
d

A

A

A

A . 2 方法

A. 2 . 1空气消毒效果评价

A. 2 . 1 . 1微生物学指标

评价空气消毒效果微生物学指标包括细菌总数及致病菌（如溶血性链球菌等）。

A. 2 . 1 . 2采样方法

A. 2. 1. 2. 1仪器采样法（空气撞击法）

A. 2 . 1 . 2 . 1 . 1采样皿制作

    取专用平皿，彻底洗涤干净、晾千、高压蒸气灭菌后备用，将熔化冷却至45℃一50℃已灭菌的营养
琼脂培养基约18 mL-20 mL，倒人备用的率皿中，制成营养琼脂培养皿，冷却凝固后倒置于37℃恒温
箱内培养24 h，挑选无菌生长的平血使用。

A. 2 . 1 . 2 . 1 . 2采样点的选择及采样高度

    采样点的选择：室内面积小于15 xn“的房间，只在室中央设一个点；室内面积小于30 m2的房间，
在房间的对角线上选取内、中、外三点；il内面积大于30 m2的房间内设5个点，即房间的四个角和室中
央各设一点；面积更大的场所，可在相应的方位上适当增加采样点。

    采样高度：一般为1.2 m-1.5 m，四周各点距墙0.5 m-l M.

    采样时间：应选择消毒前采样及消毒后不同时间段进行采样。还可以按计划进行常规检测，定期、
定时间对空气进行样品的采集。采样前应关好门窗，在无人走动的情况下，静止10 min后进行采样。
    采样及培养步骤为：
    a) 打开气罩、去掉端盖、装上采样皿后再拧上端盖；
    b) 按已选好的采样点，接通电源，定时至合适的时间，开启采样器的开关进行采样；
    c） 待采样结束后关闭电源，取出采样皿置于37℃温箱内培养24 h-48 h，观察结果并记录培养
        皿上的菌落数（CFU) ;
    d) 计算每立方米的菌落数（CFU/m3 )。按照式（A.1)计算：

每立方米的菌落数一号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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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a―平皿菌落数（CFU) ;
    b―流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 ;
       。    ―采样时间，单位为分（min)
注：适用场所：仪器法采样适合于各种场所及采集各种微生物。

A, 2. 1. 2. 2沉降平板法（自然沉降法）

A. 2 . 1 . 2 . 2 . 1采样皿制作

    用灭菌后的普通营养琼脂培养基熔化后，冷却至45℃一50 °C，约18 ml、一20 ml-，倒人无菌平皿
内，盖好；室温下冷却凝固后，倒置于3 7 C温箱内培养24 h,挑选无菌生长的平皿使用。

A. 2 . 1 . 2 . 2 . 2采样点的选择

参见仪器采样法。

A. 2 . 1 . 2 . 2 . 3采样时间

参见仪器采样法。

A. 2 . 1 . 2 . 2 . 4采样皿的放置

    将采样皿编号后放置在相应的采样点上，然后根据室内实际布局，由内向外，按次序打开采样皿，将
平皿盖扣放于采样皿端口边缘，切勿将盖口朝上，使其暴露于空气中，影响采样结果。

A. 2 . 1 . 2 . 2 . 5采样

    应根据所暴露环境的实际情况决定。越洁净的地方采样暴露时间越长，以期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普通场所暴露5 min-30 min，一般多采用15 min; 染较严重的地方暴露5 min即可。并注意消毒前
后暴露时间的一致。

A. 2 . 1 . 2 . 2 . 6培养和结果计算

    待采样结束后，将平皿盖盖好，N转放于37℃恒温yu,中培养24 h-48 h后；观察记录培养皿上菌
落数（CFU) o
    注：该方法结果影响因素较多，尤其不适合沽净的室内厦气样本采集．结果骗低，误差大。但由于其使用简便、经
        济，在未配备空气微生物采样器的情况下，其数据可作为空气消毒效果评价的参考。

评价指标

A.2.1.3.1细菌总数及致病菌：根据不同场所空气细菌总数的国家卫生标准来判定其消毒是否合格，且
不得检出相应的病原微生物。

A.2.1.3.2以空气中细菌总数消毒后减少至消毒前的1000（即所采用的空气消毒措施对空气中的微生
物杀灭率达90％以上），判定为空气消毒合格。杀灭率按照式（A.2）计算：

                                        一 ‘一、a- b
                                          杀灭率＝二一－－止只100％         ························⋯⋯（A．2）

式中：

a―消毒前菌落数（CFU）；
b―消毒后菌落数（C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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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 2物体表面消毒效果评价

A. 2 . 2 . 1微生物学指标

    评价物体表面消毒效果的微生物学指标包括细菌总数及致病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
门氏菌等）。

A. 2 . 2 . 2采样时机

在物品表面经过消毒后进行采样，并在消毒前同一物品表面附近采样作为对照样品，计算杀灭率。

A. 2 . 2 . 3采样及培养方法

A. 2 . 2 . 3 . 1棉拭子法消毒前采样

    在被检物体采样面积＞100 cmZ时，取全部物体表面。当采样面积）100 cmZ时，连续采集4个样
品，面积合计100 cmZ。用5 cm X 5 cm的标准无菌规格板，放在被检物体表面，将无菌棉拭子在含有无
菌生理盐水试管中浸湿，并在管壁上挤干，对无菌规格板框定的物体表面涂抹采样，来回均匀涂擦

10次，并随之转动棉拭子。采样完毕后，将棉拭子放在原无菌生理盐水的试管管口，剪去与手接触的部
位，其余的棉拭子留在试管内，充分震荡混匀后立即送检。对于门把手等不规则物体表面按实际面积用
棉拭子直接涂擦采样。

A. 2 . 2 . 3 . 2棉拭子法消毒后采样

    在消毒结束后，在消毒前同一物体表面采样的附近类似部位进行。除采样液改用含有与化学消毒
剂相应的中和剂以外，其余与消毒前采样一致。将消毒前后样本尽快送检，进行活菌培养计数以及相应
致病菌与相关指标菌的分离与鉴定。

A. 2 . 2 . 4检验方法

    细菌总数检测采用菌落计数法，致病菌主要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具体的
方法请参见相关的细菌检验鉴定手册。

A. 2 . 2 . 5评价指标

A. 2 . 2 . 5 . 1细菌总数

小型物体表面结果计算，用细菌总数（CFU／件）来表示。
细菌总数＝平板上菌落平均数义稀释倍数

采样面积大于100 cmZ物体表面结果计算，用细菌总数（CFU/cmZ）表示。按照式（A.3)计算：
＊ ， 一 、 ＊ -   a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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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平板上菌落平均数（CFU) ;
b―稀释倍数；
：―采样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Z) o

A. 2 . 2 . 5 . 2杀灭率

按照式（A.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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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灭率一a二b x 100°0 ( A . 4 )

式中：

a―消毒前细菌总数（CFU) ;
b―消毒后细菌总数（C F U )

A. 2 . 2 . 6结果判定

A.2.2.6.1对自然菌杀灭率）90％为消毒合格。
A.2.2.6.2口岸医学排查室物体表面的细菌总数G10 CFU/cmZ，且未检出致病菌则判为消毒合格。
A.2.2.6.3交通工具上的用品如毛巾、卧具等表面的细菌总数＜200 CFU/25 cmZ，且要求清洁无污物，
并不得检出包括大肠杆菌在内任何致病菌则判为消毒合格。

A.2.2.6.4公用茶具要求表面应光滑、无油渍、无水渍、无异味，其细菌总数＜5 CFU/cmZ，并未检出包
括大肠杆菌在内的其他致病菌则判为消毒合格。

A.2.2.6.5饮食餐具，要求外观整洁，表面光滑，细菌总数,<5 CFU/cmZ，同时不得检出包括大肠杆菌在
内的其他任何致病菌则判为消毒合格。

A.2.2.6.6衣物消毒后要求不得检出致病菌，判为消毒合格。

A. 2 . 3生活饮用水消毒效果评价

A. 2 . 3 . 1检测指标

    评价生活饮用水消毒效果的微生物学指标包括细菌总数（CFU/mL)、总大肠菌群（CFU/100 mL),
粪大肠菌群（CFU/100 mL）及余氯（mg/L).

A. 2 . 3 . 2采样时机

    无菌操作将水样（500 ml,）采集人无菌瓶中，其中用于细菌检验的水样瓶中应事先加人中和剂，混
匀，作用10 min。将水样尽快送往实验室检测。

A. 2 . 3 . 3采样及培养方法

A. 2 . 3 . 3 . 1细菌总数

    准确量取1 mL水样，注人灭菌平皿中，再加人15 mL约45℃的普通营养琼脂，水平旋转平皿，使
水样与琼脂充分混匀。待琼脂冷却后，将平皿倒置，于37℃恒温箱培养24 h，计数平皿中的菌落形成数
即菌落数（CFU)

A. 2. 3. 3. 2总大肠菌群（滤膜法）

    用无菌镊子夹取无菌的纤维滤膜边缘，将粗糙面向上，贴放在已灭菌滤器的滤床上，稳妥地固定好
滤器。取一定量待检水样（稀释或不稀释）注入滤器中，加盖，打开抽气阀门，在负压0.05 MPa下抽滤。
    水样滤完后，再抽气约5s，关上滤器阀门，取下滤器。用无菌镊子夹取滤膜边缘，移放在品红亚硫
酸钠琼脂培养基平板上，滤膜截留细菌面向上。滤膜应与琼脂培养基完全紧贴，当中不得留有气泡，然

后将平皿倒置。将培养皿放人37℃恒温培养箱内培养24 ho
    对在滤膜上生长的，带有金属光泽的黑紫色总大肠菌群进行计数，并计算出水样中含有的总大肠菌
群数（CFU／过滤水样体积）。按照式（A.5)计算：

                                                     ，      。，一＿、，、。a  Xb
                                        总大肠菌群数二二二二兰       ························⋯⋯（A．5）



SN/ T 4709- 2016

式中：

a―滤膜上菌落数；
b―稀释倍数；
‘―过滤水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

A. 2. 3. 3. 3耐热大肠菌群（滤膜法）

    耐热大肠菌群的检测与总大肠菌群基本相同，耐热大肠菌群所用培养基为MFC琼脂培养基平板，
耐热大肠菌群在此培养基上菌落为蓝色；另在恒温培养箱内培养的温度有所不同，总大肠杆菌群的培养

温度为37°C，而粪大肠菌群的培养温度为44.5 °C，这是由于耐热大肠菌群主要来源于人和温血动物粪
便的特性所决定的。

A.2.3.3.4大肠埃希氏菌（滤膜法）

    大肠埃希氏菌的检测与总大肠菌群基本相同，大肠埃希氏菌所用培养基为MUG琼脂培养基平板，
将培养后的MUG平板在暗处用波长为366 nm、功率为6W的紫外光灯照射，若菌落边缘或菌落背后
有蓝色荧光产生则表示水样中含有大肠埃希氏菌。

A.2.3.3.5余氯（313,1515’一四甲a联笨胺比色I W)

    需在水样采集后立即进行测定。卜于50 mL具塞比色管中，先加人四甲基联苯胺2.5 ml一，加人澄清
水样至50 mL刻度，混合后立即比色，所fi结果为游离余氯；放置10 min，比色所得结果为总余氯，总余
氯减游离余氯即为化合余氯。

A. 2 . 3 . 4评价要求

    卫生部颁布的我国《生活t"t用水卫生规范》中规定：每1 ml，水中细菌菌落数不得超过100 CFU，在
100 ml -水中总大肠菌群、耐A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不得检出；氯化消毒在接触30 min后，余氯应
不低于。.3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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