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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消毒技术规范 
 

为促进本市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消毒工作的合理、科学和有序

开展，及时、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预防和控制机构内传染病的续发

和流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消毒管理办法》、《托儿所幼

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

范》、《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全国儿

童保健工作规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以及《关于

进一步加强本市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消毒隔离工作的通知（沪卫计

疾控[2017]6 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一、消毒原则 

    （一）环境及物品日常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应避免

过度消毒，受到污染时随时进行清洁消毒。日常预防性消毒时，在

无明确污染的情况下（如：肉眼可见的灰尘、食物残渣等）可采取

先消毒后清洗去残留的程序。 

    （二）日常预防性清洁消毒时应首选物理消毒方法。使用化学

方法消毒时，优先选择刺激性小、环保型消毒剂；发生传染病时根

据病原体抗力和相关方案要求选择适宜的消毒剂。 

    （三）所使用的消毒药械应符合国家消毒产品相关规定，按照

消毒产品管理的消毒药械需有有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及备

案，并达到相应的卫生要求；未按消毒产品管理的药械其消毒效果

应达到相应的卫生要求。 

    （四）配置和使用化学清洁消毒剂时，应做好个人防护，穿工

作服、戴手套、必要时戴口罩、并确保有足够的通风；摘除手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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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卸个人防护用品后应及时彻底清洗双手。 

二、日常预防性消毒 

1. 空气 

一般情况下，采用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即可。在有对流风的情况

下，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教室、活动室、就餐场所、卧室（宿舍）

每天上午和下午至少开窗通风 1 次（雾霾天气和使用循环风空气净

化消毒器除外），每次 30min 以上。中小学教室每小时换气次数小学

不宜低于 3 次，中学不宜低于 4 次，温暖季节宜实行全日开窗的方

式换气，寒冷季节在课前和课间休息期间宜利用教室和走廊的气窗

换气。通风条件不良的建筑，需采用机械通风换气；寒冷季节和夏

季使用空调，不能开窗通风时，可采用循环风空气消毒器进行消毒。 

营养室、保健室和隔离（观察）室应使用紫外线灯或移动式紫

外线消毒车进行室内空气消毒，教室、卧室、专用活动室不推荐使

用。紫外线灯或移动式紫外线消毒车必须在无人存在情况下进行，

消毒后应开窗通风，驱散残留臭氧后人方可进入室内。紫外线杀菌

灯的数量为每立方米体积不少于 1.5W，照射时间 30min~60min。 

排风扇等机械通风设备根据使用频率定期进行清洁消毒，建议

使用期间 2~4 次/月，可用自来水冲去挡板上的积尘，用洗涤剂去除

污垢。必要时消毒，可采用 400mg/L~1200mg/L 季铵盐消毒液或微酸

性次氯酸水冲洗、擦拭或浸泡消毒 5min~20min，也可按照附件 1.1

中化学消毒剂冲洗、擦拭或浸泡消毒。 

分体空调设备每次换季使用前应清洗过滤网和过滤器，使用过

程中每月至少清洗过滤网和过滤器，必要时对其进行消毒。过滤网

和过滤器清洁后，可采用 400mg/L~2000mg/L 季铵盐消毒液或微酸性

次氯酸水擦拭或泡消毒 10min~30min，也可采用附件 1.2 所列化学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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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擦拭或浸泡消毒。 

按照《上海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沪府令第 70

号）、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394-2012）和《公

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WS/T396-2012）的要求，

定期对集中空调系统进行检查、检测和维护、清洗消毒。集中空调

系统的清洗消毒应由具有清洗消毒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 

2. 地面、墙面 

一般情况下，墙面污染程度轻于地面，通常不需要进行常规消

毒。当地面无明显污染时，通常采用清水、清洁剂或微酸性次氯酸

水湿式拖拭清洁，1 次/日~2 次/日，清除地面的污迹；地面有明显污

染时，随时清洁。当地面或墙面受到血液、体液、排泄物、呕吐物

或分泌物污染时，清除污染物后，及时采用 250mg/L~500mg/L 二氧

化氯拖拭、擦拭或喷洒消毒 15min~30min，也可采用附件 1.3 所列化

学消毒剂进行拖拭、擦拭或喷洒消毒。 

3. 一般物体表面 

根据物体表面被使用或接触的频率，确定日常预防性消毒的频

率。经常使用或触摸的物体表面，如门把手、窗把手、台面、桌椅、

扶手、水龙头、茶水桶外壁、电梯按钮等，无明显污染时，托幼机

构每天进行清洁消毒，中小学校可 2~5 次/周清洁消毒，并保持这些

部位清洁干燥；受到污染随时清洁消毒。不易触及的物体表面可 1

次/周清洁消毒。 

根据待消毒物体表面的性质，使用消毒湿巾、清洗消毒剂、微

酸性次氯酸水或 400mg/L~1200mg/L 季铵盐消毒液物体表面进行擦

拭或喷洒消毒 5min~20min，也可采用附件 1.4 所列化学消毒剂进行

擦拭或喷洒消毒。消毒完成后，应及时使用清水去除物表上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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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残留。 

4. 饮水设备 

直饮水设备按《上海市中小学校校园直饮水工程建设和维护基

本要求》（沪教卫体[2013]15 号）等相关要求执行消毒。每日对直饮

水设备进行清洁，并对每个水嘴进行消毒。 

水嘴消毒可用棉签蘸取 75%乙醇伸进水嘴中进行擦拭消毒，或

用棉签蘸取乙醇点燃，用火焰在水嘴处灼烧 10s，消毒完成后打开水

嘴 10s。 

不建议使用化学消毒剂对茶水桶内壁进行消毒处置，茶桶内壁

消毒可采用灌入沸水至桶内高度 2/3 处，盖上桶盖后震荡，使沸水充

分接触茶桶内壁，放置 20min 后将沸水经出水龙头流出，推荐 2 次/

月。 

饮水机内胆可用镊子夹住浸有 75%乙醇的棉花或纱布，仔细擦

洗，推荐 2 次/月。 

5. 洗手水池、便器、盛装吐泻物的容器、痰盂（杯）等 

洗手水池、便器等每次用后清洗或冲洗干净、保持清洁，接触

皮肤部位及时消毒；托幼机构应每天 2 次使用消毒湿巾、清洗消毒

剂或 250mg/L~500mg/L 二氧化氯对便器进行擦拭或浸泡消毒

15min~30min，也可按照附件 1.5 中化学消毒剂进行擦拭或浸泡消毒。 

盛装吐泻物的容器、痰盂（杯）等每次使用后及时用

250mg/L~500mg/L 二氧化氯浸泡消毒 15min~30min，也可采用附件

1.5 所列化学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 

6. 毛巾、被褥、台布等纺织品 

毛巾应一人一巾一用一消毒，或使用一次性纸巾；被褥应一人

一套，至少每月清洗 1~2 次，每 2 周日光暴晒一次。被吐泻物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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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物污染的衣物应尽快替换，建议置于塑料袋中，交由儿童（学生）

带回家清洗，若无法带回家清洗，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应将污染的

衣物与毛巾等其他纺织品分开清洗，不可用洗衣机清洗污染的衣物。 

重复使用的与人体皮肤非直接接触的纺织品应定期更换清洁消

毒，有明显污渍或受到污染时应及时更换。 

预防性消毒首选物理消毒方法。可采用流通蒸汽 100℃作用

20min~30min，或煮沸消毒作用 15min~30min，或在阳光下暴晒 4h

以上，或用 75℃以上水温洗涤 30min 以上（80℃水温可缩短至 10min

以上，90℃水温可缩短至 1min 以上）。采用化学法消毒时，可用

800mg/L~2000mg/L 季铵盐消毒液或微酸性次氯酸水浸泡消毒

10min~30min，或用清洗消毒剂、含二氧化氯的消毒洗衣粉浸泡洗涤

消毒，也可采用附件 1.6 所列化学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清洗晾干后

备用。 

7. 公用洗衣机 

公用洗衣机不可用于清洗被吐泻物或分泌物污染的衣物。可定

期（1 次/月~2 次/月）使用洗衣机槽专用清洁消毒剂对洗衣机漕清洁

消毒。 

8. 拖鞋 

建议用自备拖鞋或专用，应根据使用频率定期进行清洁消毒，

至少 1 次/周；若使用公用拖鞋，应一人一用一清洗消毒；有明显污

渍或受到污染时应随时清洁消毒。 

耐热拖鞋可经流通蒸汽 100℃作用 20min~30min，或经煮沸消毒

作用 15min~30min；不耐热的拖鞋可用 250mg/L~500 mg/L 二氧化氯

消毒液或微酸性次氯酸水浸泡消毒 10min~30min，或用含二氧化氯的

消毒洗衣粉浸泡洗涤消毒，也可采用附件 1.7 所列化学消毒剂进行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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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消毒。清洗晾干后备用。 

9. 文体活动用品、玩具 

以日常清洗清洁为主，定期用清水清洗，可使用洗涤剂与温水

清洗，以加强污垢的去除效果，有缝隙的文体活动用品和玩具还可

用刷子涮洗。 

预防性消毒处理 1 次/周。耐热耐湿物品可用流通蒸汽 100℃作

用 20min~30min，或煮沸消毒作用 15min~30min。不耐热的物品可用

化学法消毒，应根据其原料选择适宜的消毒方法。塑料、橡皮、木

器类文体活动用品和玩具可使用消毒湿巾或用 400mg/L~1200mg/L

季铵盐消毒液或微酸性次氯酸水擦拭或浸泡消毒 5min~10min，也可

采用附件 1.8 所列化学消毒剂擦拭或浸泡消毒。纸质、长毛绒类文体

活动用品和玩具可置阳光下暴晒 4h。也可采用臭氧消毒器消毒，具

体操作按说明书要求进行。 

10. 电话机、传真机、打印机、电脑键盘、鼠标、小件办公用

品 

应以日常清洗清洁为主，定期（推荐 1 次/周）使用消毒湿巾、

75%的乙醇或微酸性次氯酸水表面擦拭清洁消毒。 

如怀疑其可能被污染时，可立即使用消毒湿巾或采用

400mg/L~200mg/L 季铵盐消毒液擦拭消毒 5min~20min，也可采用附

件 1.9 所列化学消毒剂擦拭消毒。 

11. 纸质书籍 

预防性消毒时应选择对纸张和色泽损害小且穿透性强的方法，

避免使用液体浸泡消毒法。可翻开纸质书籍置阳光下暴晒 4h 以上，

或按说明书使用臭氧消毒柜消毒。托幼机构的纸质书籍每 2 周暴晒

消毒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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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听诊器、压舌板、体温表（口表、肛表）等诊疗用品 

听诊器应保持清洁，每次使用后用 75%的乙醇或消毒湿巾消毒。

如怀疑其可能被污染时，可立即采用 200mg/L~400mg/L 含溴（或含

氯）消毒剂擦拭消毒 10min~20min。 

压舌板应一人一用一清洗消毒。首选物理消毒方法，流通蒸汽

100℃作用 20min~30min，或煮沸消毒作用 15min~30min，或按说明

书使用消毒箱（柜）。也可清洗后采用 250mg/L~500mg/L 二氧化氯浸

泡消毒 15min~30min，或采用附件 1.10 所列化学消毒剂浸泡消毒，

冲洗后干燥保存备用。 

体温表（口表、肛表）应一人一用一消毒；肛表与口腔表应放

入不同容器内消毒与保存。先洗净揩干或用 1000mg/L 有效溴（或

1000mg/L 有效氯或 1000mg/L 二氧化氯溶液）浸泡 5min 后再放入另

一个 1000mg/L 有效溴（或 1000mg/L 有效氯或 1000mg/L 二氧化氯

溶液）浸泡 30min；消毒后体温表应用冷开水冲洗干净或用乙醇擦干

后备用。 

13. 清洁用具 

不同的区域应使用不同的拖布和抹布，营养室、盥洗室的拖布、

抹布应专用，推荐针对不同区域（如营养室、盥洗室）用不同的颜

色编码清洁用具。 

抹布推荐一次性使用，每次清洗工作结束后丢弃；拖布和重复

使用的抹布用完后应洗净、悬挂晾干，有条件的可烘干后存放；海

绵可滋长细菌，不应使用；清洁桶应在每次使用后用温水和清洁剂

清洗，充分干燥后倒置储存。可定期（1 次 /日~2 次 /日）用

1000mg/L~2000mg/L 季铵盐消毒液或微酸性次氯酸水浸泡消毒

10min~30min，或采用附件 1.11 所列化学消毒剂浸泡消毒，或用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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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含二氧化氯的消毒洗衣粉对拖布和抹布浸泡洗涤消毒。 

14. 餐桌、餐茶具、熟食盛具 

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的食堂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餐桌使用前应清洁消毒，托幼机构应根据所使用消毒剂的作用

时间要求提前消毒，一般在使用前半小时进行。 

餐（茶）具和熟食盛具应专用或一人一用一清洗消毒，严格执

行“一洗二冲三消毒四保洁”制度。餐茶具和熟食盛具的消毒首选

物理方法，流通蒸汽 100℃作用 20min~30min，或煮沸消毒作用

15min~30min，或按说明书使用消毒箱（柜 ）。 

15. 手 

儿童（学生）和教职员工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晨检人员、

保育员和营养员在开始工作前，分餐人员在分餐工作开始前应及时

洗手；晨检人员、保育员和营养员在接触疑似感染儿童（学生）及

其污染物品后应立即洗手。儿童入园时、中小学校学生到校进班级

前、用餐前、如厕后、接触公共设施后、体育课后、做好卫生后和

接触了鼻涕、唾液后等均应及时洗手。 

一般情况下采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按照六步洗手法，充分搓洗

即可。必要时可用合格的手消毒剂消毒。 

不建议托幼机构儿童随意使用含醇类的手消毒剂，若儿童必须

使用含醇类的手消毒剂时（如无法使用洗手设施），须有成人监督用

量并帮助儿童搓揉双手每个部位。 

16. 游泳池、嬉水池水 

使用中应每日补充新水，保持清洁无异味，池水应每日消毒，

保证池水水质有良好卫生状况。可采用连续消毒法或者间歇消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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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采用附件 1.12 所列对眼无刺激性的化学消毒剂，投加入池水进

行消毒。 

17. 吐泻物、分泌物 

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应使用呕吐腹泻物应急处置包清理和处置

呕吐腹泻物，不可使用拖布或抹布直接清理。呕吐腹泻物处置应由

保育员（老师）执行，不得由儿童（学生）执行。 

儿童（学生）发生呕吐后，当班保育员（老师）应立即疏散周

围的儿童（学生），并用消毒干巾（高效消毒剂）覆盖包裹呕吐物，

作用一定时间后，在穿戴好口罩、手套和隔离衣的情况下用覆盖的

消毒干巾处理呕吐物丢入废物袋，然后用消毒湿巾（高效消毒剂）

或浸有消毒液（高效消毒剂）的擦（拖）布擦（拖）拭可能接触到

呕吐物的物体表面及其周围（消毒范围为呕吐物周围 2 米，建议擦

拭 2 遍）；达到作用时间后，桌面等表面还要用清水去除消毒液残留；

接触过污染物品或潜在污染物品时均应洗手。儿童（学生）必须在

消毒完成后，方可回教室。对于马桶、便池或洗手池内的呕吐物、

腹泻物，应先用含氯消毒粉（如漂白粉）均匀撒在上面（包括周边）

进行覆盖，马桶盖上马桶盖，作用 30min 后用水冲去。 

消毒人员也可使用固化消毒剂或含氯消毒粉（如漂白粉）均匀

地将呕吐物完全覆盖，作用一定时间后，用一次性使用工具（如硬

纸板）进行清除，丢入废物袋。其余的处理步骤同上。 

三、传染病流行期间消毒 

每年的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为肠道传染病流行期间；每年的

11 月 1 日至第二年的 4 月 30 日为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期间。 

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应在做好上述日常预防性消毒等工作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强手卫生，适当增加洗手的频次，必要时根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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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指导，采用适宜的手消毒剂进行快速手消毒；加强环境表面

消毒，增加消毒频次和延长消毒作用时间。 

针对肠道传染病，应加强对盥洗室的消毒，特别需避免气溶胶

所致污染；针对呼吸道传染病，应加强开窗通风，暂停使用集中空

调、空气净化器（有特殊规定除外）；针对介水传染病，应暂停使用

游泳池和嬉水池。 

四、发生传染病时的消毒 

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内发现传染病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时，应

根据传染病传播途径，按照《GB19193 疫源地消毒总则》、《上海市

传染病疫源地消毒工作方案》、《上海市传染病疫源地消毒技术方案》

等指南和要求，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由保健老

师（卫生老师）负责，及时对病原体可能污染的环境和物品开展终

末消毒。 

 

附件：1. 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常见对象化学消毒剂消毒剂量 

2. 常用消毒剂配制方法 

3. 常用消毒方法 

4. 常用消毒剂和消毒器械注意事项 

5. 消毒操作人员个人防护要求 

6. 术语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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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常见对象化学消毒剂消毒剂量 

1.1 排风扇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100mg/L~250mg/L 30min 

含溴消毒剂 200mg/L~400mg/L 10min~20min 

二氧化氯 50mg/L~200mg/L 10min~15min 

季铵盐 400mg/L~1200mg/L 5min~20min 

胍类消毒剂 2g/L~45g/L 5 min~10 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2 空调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250mg/L~500mg/L 15min~30min 

含溴消毒剂 500mg/L~1000mg/L 15min~30min 

二氧化氯 250mg/L~500mg/L 15min~30min 

季铵盐 400mg/L~2000mg/L 10min~30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3 地（墙）面日常预防性消毒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250 mg/L~500 mg/L 15 min~30 min 

含溴消毒剂 500 mg/L~1000 mg/L 15 min~30 min 

二氧化氯 250 mg/L~500 mg/L 15 min~30 min 

季铵盐 1000mg/L~2000mg/L 10min~30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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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体表面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100mg/L~250mg/L 15min~30min 

含溴消毒剂 200mg/L~400mg/L 10min~20min 

二氧化氯 50mg/L~100mg/L 10min~15min 

季铵盐 400mg/L~1200mg/L 5min~20min 

胍类消毒剂 2g/L~45g/L 5 min~10 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5 洗手水池、痰盂（杯）等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500mg/L~1000mg/L 15 min~30min 

含溴消毒剂 500 mg/L~1000 mg/L 15 min~30 min 

二氧化氯 250mg/L~500mg/L 15min~30min 

季铵盐 1000mg/L~2000mg/L 10min~30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6 纺织品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100mg/L~250mg/L 15min~30min 

含溴消毒剂 200mg/L~400mg/L 10min~20min 

二氧化氯 50mg/L~200mg/L 10min~15min 

季铵盐 800mg/L~2000mg/L 10min~30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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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拖鞋日常预防性消毒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250 mg/L~500 mg/L 15 min~30 min 

含溴消毒剂 250 mg/L~500 mg/L 15 min~30 min 

二氧化氯 250 mg/L~500 mg/L 15 min~30 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8 文体活动用品、玩具日常预防性消毒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100mg/L~250mg/L 15min~30min 

含溴消毒剂 200mg/L~400mg/L 10min~20min 

二氧化氯 50mg/L~100mg/L 10min~15min 

季铵盐 400mg/L~1200mg/L 5min~10min 

胍类消毒剂 2g/L~45g/L 5 min~10 min 

乙醇 70%~80% 3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9 小件办公用品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乙醇 70%~80% 3min 

季铵盐 400mg/L~2000mg/L 5min~20min 

胍类消毒剂 2g/L~45g/L 5 min~10 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10 压舌板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500mg/L~1000mg/L 15min~30min 

含溴消毒剂 500mg/L~1000mg/L 15min~30min 

二氧化氯 250mg/L~500mg/L 15min~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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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清洁用具 

消毒剂 作用浓度 作用时间（min） 

含氯消毒剂 250mg/L~500mg/L 15min~30min 

含溴消毒剂 500mg/L~1000mg/L 15min~30min 

季铵盐 1000mg/L~2000mg/L 10min~30min 

复方消毒剂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 

1.12 游泳池水 

消毒剂种类 消毒剂投加量 备注 

含氯消毒剂 5 mg/L~10 mg/L 余氯 0.3mg/L~0.5mg/L 

含溴消毒剂 2mg/L~4 mg/L 终浓度 0.2mg/L~0.4mg/L 

二氧化氯 2mg/L~4mg/L  

单过硫酸氢钾 3 mg/L~5 mg/L  

臭氧 循环游泳池水，2mg/L 接触时间 
1min~2min  非循环水泳池，1mg/L~1.7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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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常用消毒剂配制方法 

一、消毒片配制消毒液 
根据目标作用浓度和容积，确定消毒片和水的投放量，配制消毒液。 

1. 计算公式 
所需消毒剂片数=拟配消毒液浓度（mg/L）×拟配消毒液量（L）/消

毒剂有效含量(mg/片) 
2. 举例 

例如：拟配 10 升含溴（或含氯）消毒液，浓度为 500mg/L，所用消
毒片有效溴（或氯）含量为 500mg/片，问需加几片消毒片？ 

所需消毒剂片数=500（mg/L）×10（L）/500（mg/片）=10 片 
二、消毒粉（或其他固体消毒剂）配制消毒液 
1. 计算公式 

所需消毒粉剂质量（g）=[拟配消毒液浓度（mg/L）×拟配消毒液量
（L）/1000]/消毒剂有效含量(%) 
2. 举例 

例如：拟配 10L 含溴（或含氯）消毒液，浓度为 500mg/L，所用消毒
粉剂有效溴（或氯）含量为 50%，问需加几克消毒剂？ 

所需消毒粉剂质量（g）=[500（mg/L）×10（L）/1000]/50% =10g 
三、原液（或浓消毒液）稀释配制所需浓度消毒液 
1. 计算公式 

所需原液（或浓消毒液）量（mL）=拟配消毒液浓度（%）×拟配消
毒液量（mL）/原液（或浓消毒液）有效含量(%) 

所需水量(mL)=拟配消毒液量（mL）-所需原液（或浓消毒液）量（mL） 
2. 举例 

例如：用 20%过氧乙酸配 0.3%过氧乙酸 10升，问需多少 20%过氧乙
酸和多少水？ 

所需 20%过氧乙酸量(mL)=0.3%×10000mL/20%=150mL 
所需水量(mL)=10000mL-150mL=98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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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常用消毒方法 

一、物理消毒法 
1. 日光曝晒 

（1）适用对象：常用于毛绒玩具、床垫、毛毯、被褥、书籍等公共
用品的日常消毒。 

（2）消毒方法：将公共用品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曝晒 4-6h。 

（3）注意事项：定时翻动，使用品各面均能得到照射。 

2．煮沸消毒 
（1）适用对象：适用于餐饮具、毛巾等耐热耐湿用品的消毒。 

（2）消毒方法：将待消毒物品完全浸没水中并加盖，加热至水沸腾
后维持 15min 以上。 

（3）注意事项：物品消毒前应先清洗。从水沸腾时开始计消毒时
间，中途加入物品应重新计时。煮沸消毒用水宜使用软水。 

3．流通蒸汽消毒 
（1）适用对象：适用于餐饮具、毛巾、浴巾、枕套、被套、床单等

耐热耐湿用品的消毒。 

（2）消毒方法：利用流动蒸汽发生器、蒸锅、蒸笼等使水沸腾后产
生水蒸汽，流通蒸汽温度为 100℃，作用 15 min ~30min。 

（3）注意事项：消毒作用时间应从水沸腾后有蒸汽产生时算起。消
毒物品应清洁干燥，垂直放置，物品之间留有一定空隙。 

4．紫外线消毒 
（1）适用对象：适用于室内空气和物体表面的消毒。 

（2）消毒方法：采用紫外线杀菌灯消毒，应在室内无人状态下，采
用悬吊式或移动式紫外线灯直接照射消毒，灯管吊装高度距离物体表面
1.8m~2.2m，安装紫外线灯的数量为平均≥1.5W/ m3

（3）注意事项：应保持紫外线灯表面清洁，每周用 75%乙醇布巾擦

，照射时间≥
30min。采用紫外线空气消毒器消毒，应符合紫外线空气消毒器国家标准
(GB2823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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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一次，发现灯管表面有灰尘、油污等时，应随时擦拭。用紫外线消毒
室内空气时，房间内应保持清洁干燥。当温度低于 20℃或高于 40℃，相
对湿度大于 60%时，应适当延长照射时间。采用紫外线消毒物体表面
时，应使消毒物品表面充分暴露于紫外线。定期检测辐射照度或记录每
次使用时间，辐射照度降至出厂标准的 70%（功率≥30W灯为 70μW/cm2）
以下或累积使用时间超过有效寿命时（一般为 1000 小时）应及时更换灯
管。使用紫外线空气消毒器应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并应按产品使用说明
书规定定期维护、保养。 

二、化学消毒法 
常用的化学消毒方法有擦拭（拖拭）消毒、浸泡消毒、喷洒消毒、喷

雾消毒、雾化消毒和汽化消毒。 

1．适用对象 
擦拭（拖拭）消毒适用于地面、墙面、桌面和耐湿物品表面的消毒；

浸泡消毒适用于耐湿小件物品的消毒，如餐饮具、脸盆、脚盆、拖鞋等
公共用品用具的消毒；喷洒消毒适用于地面、墙面、桌面和其他物体表
面的消毒；喷雾消毒适用于室内空气、集中式空调风管的消毒；雾化消
毒适用于室内空气消毒；汽化消毒适用于室内空气和（/或）物体表面消
毒。 

2. 操作要点 
（1）擦（拖）拭消毒：将消毒剂用自来水充分溶解或稀释成使用浓

度，用干净抹（拖）布沾湿后，对物体表面进行擦（拖）拭，保持表面湿
润并作用至规定时间。 

（2）浸泡消毒：将消毒剂用自来水充分溶解或稀释成使用浓度，将
需消毒的物品完全浸没在消毒液中，作用至规定时间。 

（3）喷洒消毒：将消毒剂用自来水充分溶解或稀释成使用浓度，使
用常量喷雾器进行喷洒，作用至规定时间。 

（4）喷雾消毒：将消毒剂用自来水充分溶解或稀释成使用浓度，使
用超低容量喷雾器（雾粒直径≤50μm）进行喷雾。消毒时，应保持待消
毒空间内环境清洁、干燥，关闭门窗，避免与室外空气流通，以确保消
毒效果。操作者手持喷头朝向空中，从里到外、自上而下、由左至右均
匀喷雾。作用预定时间后，打开门窗，通风 30min 以上，驱除空气中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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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消毒剂雾粒，消毒剂残留量应当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 

（5）雾化消毒：将消毒剂用自来水充分溶解或稀释成使用浓度，使
用超声雾化机进行雾化，作用至规定时间。由于雾化的颗粒直径比较
大，一般用于层高较低的室内空气消毒。消毒时，将雾化机或雾化管道
放入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与室外空气流通，以确保消毒效果。作用预
定时间后，打开门窗，通风 30min 以上，驱除空气中残留的消毒剂雾
粒，消毒剂残留量应当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 

（6）汽化消毒：将消毒液通过高温闪蒸片蒸发作用后产生的高温消
毒液蒸汽不断的被发生器喷射出来或将消毒剂中的化学消毒因子以气体
的形式释放出来，直至达到空间内蒸汽或气体饱和状态。一般用于室内
空气和（/或）物体表面的消毒。消毒时，需密闭门窗，避免与室外空气
流通。作用至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时间，或作用预定时间后，打开门窗，
通风 30min 以上，驱除空气中残留的消毒剂气体，空气中消毒剂残留量
应当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 

3．注意事项 
（1）使用合法、有效的消毒产品。 

（2）消毒剂含量应按照消毒剂量的要求准确配置。 

（3）消毒剂作用时间应符合相关要求。 

（4）根据消毒对象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消毒剂，注意消毒剂的氧化
性、漂白性、腐蚀性对消毒物品的影响。 

（5）物品消毒前应清洗干净，消毒后应将残余消毒剂冲洗、擦拭干
净。 

（6）采取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 

（7）喷洒、喷雾、雾化和汽化消毒作用至规定时间，打开门窗进行
充分通风后人员才能进入。 

（8）喷洒、喷雾、雾化和汽化消毒不能用于有人环境的空气消毒，
操作人员应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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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常用消毒剂和消毒器械注意事项 

一、常用消毒剂注意事项 
化学消毒剂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一般消毒灭菌效果与浓度和消毒时

间有关，浓度越高，消毒时间越长，消毒灭菌效果越好。 
化学消毒剂均为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学生）不易触及

处。配制和使用化学消毒剂时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高浓度消毒剂接触
皮肤和吸入呼吸道，如不慎接触，应立即用清水连续冲洗，如伤及眼睛
还应及早就医。消毒完成后，应当及时使用清水去除物体表面和公共用
品用具表面上的消毒剂残留。 
1. 含氯消毒剂 

中高效消毒剂。含氯消毒剂分为有机含氯消毒剂和无机含氯消毒
剂。有机含氯消毒剂有二氯异氰尿酸钠、二（三）氯异氰尿酸、氯胺-T
等。无机含氯消毒剂有次氯酸（钠）、漂白粉、漂（白）粉精等。 

常用剂型：1%~10%液体、5%~90%粉剂、20%~80%片剂。 
注意事项：（1）对金属有腐蚀性，对织物有漂白作用；（2）应存放

在阴凉、干燥、通风处；（3）稀释液不稳定，临用前配置。 
2. 二氧化氯消毒剂 

高效消毒剂。无残留毒性，具有强氧化作用。 
常 用 剂 型 ： 0.20%~2.4% 液 体 、 2.5%~10% 片 剂 、 250mg/ 片 、 

0.25%~16.0%粉剂 
注意事项：（1）二氧化氯消毒剂一般为二元包装，A、B 液混合后

产生的二氧化氯溶液不稳定，充分活化后应立即使用，稀释液应临用前
配置；（2）对织物有漂白作用，对金属有腐蚀性；（3）不可与其他消毒
剂、碱或有机物混用。 
3. 胍类消毒剂 

中低效消毒剂。以醋酸氯己定、葡萄糖酸氯己定、聚六亚甲基双胍
等胍类为杀菌成分，乙醇和（或）水作为溶剂的单方或复方消毒剂。 

常用剂型：0.18%~4.4%洗必泰或洗必泰-醇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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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1）不得与肥皂或其他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合用；（2）使
用浓度下，对不锈钢基本无腐蚀，对其他金属基本无腐蚀或轻度腐蚀；
（3）消毒前应先清洁待消毒的物品。 
4. 季铵盐类消毒剂 

中低效消毒剂。以氯型季铵盐、溴型季铵盐等为杀菌成分的消毒
剂，包括单一季铵盐组分的消毒剂、由多种季铵盐复合的消毒剂以及与
乙醇或异丙醇复配的消毒剂。 

常用剂型：0.05%~55%液体 
注意事项：（1）易被多种物质所吸附，随着消毒物品数量增多而消

毒液浓度会逐渐降低，应及时更换；（2）不得与肥皂或其他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合用，也不得与碘或过氧化物（如高锰酸钾、过氧化氢、磺胺粉
等）合用；（3）低温时可能出现浑浊或沉淀，可置于温水中加温。 
5. 含碘消毒剂 

中高效消毒剂。包括碘、碘的乙醇溶液（碘酊）、碘与聚醇醚和聚乙
烯吡咯烷酮类表面活性剂形成的络合物（碘伏）。 

常用剂型： 20%~10%粉剂、0.3%~2.35%液体 
注意事项：（1）对碘过敏者慎用；（2）应密封、避光，置于阴凉、

通风处保存。 
6. 含溴消毒剂 

中高效消毒剂。以溴氯-5,5-二甲基乙内酰脲（溴氯海因）或 1,3-二溴
-二甲基乙内酰脲（二溴海因）为杀菌成分的消毒剂。 

常用剂型：4.0％~66％粉剂、20%~65%片剂 
注意事项：（1）对金属有腐蚀性，对织物有漂白作用；（2）属强氧

化剂，与易燃物接触可能引发无明火自燃，应远离易燃物及火源；（3）
禁止与还原物共贮共运，以防爆炸。 
7. 乙醇消毒剂 

中效消毒剂。常用剂型：75%液体 
注意事项：（1）无腐蚀性，可用于金属制品表面消毒，但易挥发，

忌明火；（2）乙醇过敏者慎用；（3）不宜用于脂溶性物体表面的消毒。 
8. 复方消毒剂 

中低效消毒剂。包括六亚甲基四胺和苯扎溴铵复配、六亚甲基四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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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复配、植物提取液和醇类复配、乙醇和正
丙醇复配、乙醇和苯扎溴铵复配、碘、醋酸氯己定和乙醇复配等。 

注意事项：消毒适用范围、作用浓度和作用时间、金属腐蚀性等应
根据产品说明书。 
二、常用消毒器械注意事项 

消毒器械应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和操作，并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规
定定期维护、保养。 
1. 紫外线/臭氧消毒箱（柜）、紫外线灯 

紫外线、臭氧消毒柜适用于不耐湿热用品的消毒，如书籍等。 
紫外线对人体有伤害，应避免直接照射人体皮肤、黏膜和眼。消毒前

应检查消毒柜（室）是否漏气，并关紧柜门，防止紫外线、臭氧泄漏；紫
外线灯管应每两周左右用乙醇棉球轻轻擦拭，除去上面油垢，以减少对紫
外线穿透的影响；应定期检测辐射照度，其辐射照度＜70uW/cm2

消毒时应将待消毒物品表面上的水擦干后，再放入柜内；待消毒物品
应平置在消毒柜搁栅上，不要叠放，以保证消毒效果；待消毒物品太多或
堆积太紧时应适当调节臭氧浓度和作用时间；应关紧柜门，防止臭氧泄漏。 

（功率
≥30W的灯）或累积使用时间超过有效寿命时，应及时更换灯管。 

2. 红外/干热消毒箱（柜） 
适用于玻璃、陶瓷、金属等耐高温物品的消毒灭菌。消毒前污染物品

必须先清洗干净、晾干、包装好。消毒时玻璃器皿切勿与箱壁、箱底接触，
以防损坏；餐茶具宜逐格竖放，不可重叠放置；物品包装不宜过大，放置
时留有空间，装量只能占 2/3 容积；消毒过程中不要打开消毒箱（柜），
防治玻璃器皿剧冷碎裂，消毒结束时，需待箱（柜）内温度降至 50℃以
下才可打开。 
3. 空气消毒器 

物理因子如高效过滤、紫外线、静电吸附、光触媒、等离子体等循环
风空气消毒器适用于有人情况下室内空气消毒，化学因子如臭氧、二氧化
氯和过氧化氢等空气消毒器适用于无人情况下室内空气消毒。 

使用空气消毒器时，应根据待消毒处理空间的体积大小，选择适用的
消毒器机型，根据使用说明书确认能否在有人的情况下使用。每台消毒器
的适用体积不得大于技术参数的规定，可根据实际使用环境情况进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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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上调幅度不得超过 1m3

使用消毒器进行空气消毒时，应保持待消毒空间内环境清洁、干燥，
关闭门窗，避免与室外空气流通，以确保消毒效果。消毒时机器进出风口
不能有遮挡物。 

。如待消毒空间的体积过大，应根据体积计
算增加消毒器的数量。 

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在选择物理因子空气消毒器时，宜选择消毒效果
好、更换部件少、维护方便、无有害因子释放的空气消毒器。所有空气消
毒器应每月清理初效过滤器（网）灰尘；使用高效过滤器的应根据产品说
明书定时或至少每半年更换一次；使用带有紫外线消毒装置的应根据产品
使用说明书定期由专业人员检查更换紫外线灯管；使用静电吸附的的应根
据产品使用说明书定期由专业人员检查清理静电吸附装置。 
4. 微酸性次氯酸水发生器 

微酸性次氯酸水发生器生成的微酸性次氯酸水适用于环境物体表面、
玩具等物品日常预防性消毒。 

微酸性次氯酸水发生器生成的微酸性次氯酸水 pH 应为 5~7、有效氯
含量为 50 mg/L ~100mg/L。 

使用微酸性次氯酸水消毒时需现生成现用。用于环境物体表面消毒时
需勤换，用于物品消毒时应注意有效氯含量的变化。 
5. 洗涤消毒装置 

操作程序应遵循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或指导手册。 
设备运行中，应确认清洗消毒程序的有效性。被清洗的器械、器具和

物品应充分接触水流。并应根据设置的洗涤温度选择相应的最短消毒时
间，即 75℃至少洗涤消毒 30min，80℃至少洗涤消毒 10min，90℃至少洗
涤消毒 1min。 



25 
 

附件 5：   

消毒操作人员个人防护要求 

一、应根据各种消毒方法，采取针对性的个人防护措施。 
二、采用物理消毒方法的，如：使用热力消毒方法，接触高温物品和设备

时，应使用防烫的棉手套、着长袖工装；使用紫外线消毒时，应避免
对人体的直接照射，必要时戴防护镜和穿防护服进行保护。 

三、采用化学消毒方法的，应防止过敏及对皮肤、黏膜的污染和损伤。如：
在喷雾或熏蒸时，要穿戴好防护眼镜、口罩、橡胶手套及工作衣帽。
配药时如不慎将消毒剂弄到皮肤或眼睛上，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必要时还应请医生处理。 熏蒸消毒还应注意防火、防止烫伤；使用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应注意个人防护，密封门窗。在消毒完毕后，
应打开门窗充分通风，一般应通风 30min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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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术语与定义 

消毒产品（disinfection  products）：是指纳入国家《消毒产品分类
目录》中的产品，包括消毒剂、清洗消毒剂、消毒器械（含生物指示物、
化学指示物和灭菌物品包装物）、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消毒器械（disinfector）：以物理或化学因子作为消毒因子，配以发
射装置和其他辅助装置而制成的用于消毒的器械，还包括生物指示物、化
学指示物和灭菌物品包装物。 

抗菌洗手液（antibacterial hand sanitizer）：主要以表面活性剂和调
理剂调制而成，具有清洁抗菌功能的洗手液产品。 

清洁（cleaning）：去除物体表面有机物、无机物和可见污染物的过程。 
清洁剂（sanitizer）：含有表面活性剂，具有去污作用的洗涤剂。用

于清洗物品，例如：洗液、皂液、肥皂等。 
消毒（disinfection）：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

无害化的处理。 
消毒剂（disinfectant）：用于杀灭传播媒介上的微生物使其达消毒或

灭菌要求的制剂。 
清洗消毒剂（disinfectant cleaner）：具有清洗功能的消毒剂。 
复方消毒剂（compound disinfectant）：由一种或以上的化学杀菌因

子，配以增效剂和稳定剂等复配而成的消毒剂。 
高效消毒剂（high-efficacy disinfectant）：指可杀灭一切细菌繁殖体

（包括分枝杆菌）、病毒、真菌及其孢子等，对细菌芽孢（致病性芽孢菌）
也有一定杀灭作用，达到高水平消毒要求的制剂。 

中效消毒剂（intermediate-efficacy disinfectant）：指仅可杀灭分枝杆
菌、真菌、病毒及细菌繁殖体等微生物，达到消毒要求的制剂。 

低效消毒剂（low-efficacy disinfectant）：指仅可杀灭细菌繁殖体和亲
脂病毒，达到消毒要求的制剂。 

有效氯（available chlorine）：有效氯是衡量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的
标志，是指与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相当的氯量(非指消毒剂所含氯量)，其

http://baike.baidu.com/view/43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88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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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用 mg/L 或%浓度表示。（有效碘及有效溴的定义和表示法与有效氯对
应）。 

有效含量（available content）：消毒剂的杀灭微生物成分的含量。例
如含氯消毒剂的有效氯含量、含溴消毒剂的有效溴含量等。 

预防性消毒（preventive disinfection）：对可能受到病原微生物污染
的物品和场所进行的消毒。 

疫源地消毒（disinfection of epidemic focus）：对存在或曾经存在传
染源的场所进行的消毒。 

随时消毒（concurrent disinfection）：有传染源存在时对其排出的病
原体可能污染的环境和物品及时进行的消毒。 

终末消毒（terminal disinfection）：传染源离开疫源地后进行的彻底
消毒。 

消毒操作人员（disinfection related worker）：经过消毒技术培训，从
事消毒的人员。 

传染病流行（ preval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传染病在人群中
发生流行的过程，即病原体从感染者排出，经过一定的传播途径，侵入易
感者机体而形成新的感染，并不断发生、发展的过程。 


	托幼消毒1
	托幼消毒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