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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多调查揭示，公共场所的微生物污染是普遍而严重的。
有些调查和试验证明，污染在环境表面和公共用品上的微生物不仅可以存活，而且可以存活很长时间
，这就为致病性微生物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因此，抓好环境微生物的控制，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
 　　为了控制外环境的微生物污染，国家已经发布了一些公共环境和用品方面的卫生标准，但是都是
提出了允许微生物数量的指标，而没有达到指标的具体消毒方法。
 　　编写《公共场所消毒技术规范》的目的在于，为不同公共场所和用品的消毒提供方法、措施和技
术要求，使其能达到国家相关卫生标准，从而减少环境微生物污染，减少传染病传播，为广大群众和
进入我国的国外人士提供一个卫生安全的环境。
 　　在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上，消毒是重要的，但正确地进行消毒更重要。
如果在消毒对象和消毒方法的选择上、消毒剂和消毒器的使用上掌握不好，则不但达不到消毒效果，
反而会造成对人群的伤害、对环境的污染等不良后果。
 因此，本规范在下述方面给予了特别注意： 　　关于消毒对象和消毒频度的把握：公共场所环境和
公用物品污染的频度不同，污染后的危害程度也不同。
如果都要求一样消毒，则会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也会造成消毒剂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必须针对不
同对象区别对待，采用不同方法，提出不同要求。
对仅有偶尔轻度污染的地面、墙面和物品，一般不要求每天常规消毒，仅每天做清洁处理即可，仅在
有明确病原微生物污染时，才采用消毒剂消毒；对高频度、反复、多来源污染的物品，例如公共交通
工具上的扶手、把手、拉环等，则要求每天消毒，因为这些物品每天会反复多来源污染，污染严重，
很容易成为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对室内空气，一般采用开窗通风，而不必采取特殊消毒措施。
但当有多人聚集而又无法开窗通风的室内空气，则要求采取消毒措施，在有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应
加强消毒措施；对玩具和小型用品，如果不是经常受到污染，则不必每天消毒，多人使用、反复使用
的物品，应采取清洁、消毒措施。
 　　关于发生传染病流行时或有明确反复污染时，是否加大消毒剂用量?本规范原则上不主张加大消
毒剂用量。
主要考虑是，所用消毒剂量和作用时间已足以杀灭污染目标微生物，如果再加大剂量必然会造成环境
污染和对物品的损害。
 因为通过消毒试验确定消毒剂用量时，试验所用的指示微生物不仅抗力强，而且菌量大(比实际消毒
时要杀灭的菌量大得多)，故没有必要加大消毒剂量，只要根据污染频度适当增加消毒次数就可以了。
这样安排，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安全、有效、环保方面考虑都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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