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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的消毒灭菌 】|

简述图书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毒方法

田周玲

摘要：本文主要梳理了图书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毒方法，根据消毒对象不同，按照环境、

物品等分类进行介绍。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 消毒 图书馆

2019 年底，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随后染病人员数量迅速飙升，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共有 400 多人确诊。春节后，由于春运，人员大量流动，全国各地都出

现了不同数量的肺炎患者，我国正经历着抗击疫情的严峻考验。这场疫情的起源怀疑为武汉

华南海鲜市场，病毒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为不分节段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属于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正冠状病毒亚科，

由于病毒包膜上有向四周伸出的突起，形如花冠而得名。2019 年从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患

者下呼吸道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WHO命名为 2019-nCoV。

新型冠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30 分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

乙酸和氯仿等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结果，潜伏期为 1-14

天，多为 3-7 天；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

源；主要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气溶胶和粪口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人群普

遍易感。

为做好图书馆内的防控工作，特别是消毒工作，笔者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共

场所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疫源地消毒总则》以及周旺等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

手册》、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袁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收治

医疗机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及其他公开出版的资料，对实用的消毒工作进行了整理，

并提出图书馆内消毒的方法，供参考。

一、消毒方法选择

冠状病毒对理化因子敏感，对热有中度抵抗力，56 摄氏度 30 分钟，紫外线照射 30 min，

常用消毒剂，如 75%乙醇、碘伏、乙醚、中效季铵盐、含氯类、氯仿和过氧化物类等化学消

毒剂在规定时间作用均可将其有效杀灭。氯已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下面对各种方法进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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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介绍。

1、酒精和蒸煮

酒精和蒸煮可能使细菌的蛋白质变性凝固。消毒皮肤可使用 75%医用酒精。餐具等可蒸

煮的物品可用蒸煮的方法消毒。

2、紫外线

紫外线通过释放能量，让微生物细胞内的核酸、原浆蛋白和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使微

生物突变或者死亡。持续有效的照射，能够消灭空气中的细菌，切断其繁殖。紫外线照射消

毒是医院物理消毒的主要形式，也是传统的空气消毒技术。但紫外线释放能量低，穿透力弱，

仅对表面消毒较好。

3、碘伏

碘伏是一种高效、广谱、无毒、稳定性好的消毒剂。对有害细菌及繁殖体等具有较强的

杀灭作用，主要用于皮肤、粘膜、创口和体腔等的局部消毒。

4、乙醚

乙醚可杀灭冠状病毒。但其挥发性极强，属三级易燃化学品，十分易燃。乙醚蒸汽在有

光的条件下，会被缓慢氧化生成过氧化物，过氧化物有爆炸危险。乙醚过氧化物爆炸是实验

室常见的事故之一，在杀人致残能力上仅次于氢气。因此不建议在图书馆内实用。

5、新洁尔灭

新洁尔灭是一种表面活性很强的季铵盐类化学杀菌消毒剂，可用 0 .1 %～ 0 .5 %溶液喷

洒、浸泡、擦抹。餐具等可用 0 .5 %溶液浸泡 30 至 60 分钟。“非典”时，医护人员和与“非典”

病人或疑似病人有接触人员的手与皮肤消毒，通常用 0 .1 %的溶液浸泡 1至 3 分钟。

6、含氯消毒剂

常用含氯消毒剂有漂白粉和次氯酸钠溶液两种。漂白粉的主要成分为次氯酸钙。“非典”

时，医院用有效氯含量为 1000mg/L～ 2000 mg/L 的溶液浸泡、清洗、擦拭、喷洒地面、门

窗、墙面的消毒液，用含有效氯为 250 mg/ L～500 mg/ L 的溶液浸泡衣物、被褥、餐饮具

等 30 分钟。

成品次氯酸钠溶液有效氯的含量≥10 .0 %。主要用于自来水、蔬菜、果品、餐具、医疗

器具的消毒。消毒方法与漂白粉相似。

7、二氧化氯

二氧化氯主要用于对饮用水的消毒、空气的杀菌和厨房用具、食品机械设备的消毒等。

预防“非典” 时用含有效氯 200 mg/L 二氧化氯的溶液浸泡经常使用或触摸的物品、食饮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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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过氧化物

常用的过氧化物类消毒剂是过氧乙酸，其水溶液是一种广谱速效的化学灭菌消毒剂，对

细菌、病毒、霉菌和芽胞均有效。分解产物是醋酸、水和氧气，物品消毒后一般不需洗涤，

低浓度的溶液( ≤0 .2 %) 还可用于人体皮肤、织物的消毒。曾被用做“非典”预防的首选化学

消毒剂。

9、其他方法

常用的熏蒸剂甲醛、环氧乙烷、硫酰氟等。其中，环氧乙烷是气体灭菌剂，穿透力强，

有较强的杀菌能力，对细菌芽胞、病毒、真菌也有很好的杀灭作用，可用于皮毛、皮革、丝

毛织品、纸张、医疗用精密器械等的熏蒸消毒。

二、各类物体消毒选择

针对不同的物品，消毒方法也略有不同。

1、环境及空气消毒

首先需清理各场所内积存的杂物垃圾，做到卫生无死角。

其次，可打开门窗，加强通风。

再次，可使用循环风空气消毒机，或无人时使用紫外线照射 1小时以上， 或采用过氧

化氢 (3%过氧化氢，10mL/m3)等使用气溶胶喷雾器喷雾消毒，消毒后开窗通风。

中央空调在使用时可关闭回风系统，有条件的可对集中空调系统进行预防性清洗消毒。

2、公用物品清洁消毒：

应当保持环境整洁卫生，每天定期消毒，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建议每天开馆前和闭馆

后各消毒一次，可根据人流量适当增加消毒次数。

对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如扶手、借阅台、电梯按钮、阅览室桌椅等），可用含有效氯

250-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也可使用 1-3%漂白水，用抹布擦拭物体表面消毒。

3、垃圾桶消毒

可定期对垃圾桶等垃圾盛放容器，进行清洁消毒处理。可用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

毒剂进行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

4、卫生洁具消毒

卫生洁具可用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作用 30 分钟后，清水冲洗

干净。

5、餐具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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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可用蒸笼法消毒，即从沸腾开始 20 分钟可达到消毒目的。也可使煮沸的方法，将

餐具全部浸泡在水中，100 度煮沸消毒。还可用含有效氯为 250 mg/ L～500 mg/ L 的溶液浸

泡 30 分钟。或者使用千分之五高锰酸钾消毒餐具，浸泡后用干净饮水再冲洗一遍即可。

6、手消毒

接触传播作为 SARS-CoV-2 的主要传播途径，手的卫生是切断传播途径的重要环节。无

明显污染物时，应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应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

然后使用速干手消毒剂。为方便读者洗手，应确保馆内洗手措施运行正常，在阅览室等多处

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感应式手消毒措施更佳。

7、文献的消毒

必要时，可对流通的非永久保存的文献进行臭氧消毒灭菌处理。在密封空间内用臭氧发

生器进行消毒处理 30 分钟以上，可达到文献消毒的目的。

对于需长期保存的文献，可采用文献周边喷洒消毒剂，常温隔离 5天以上可正常使用。

未出库文献不用做消毒处理。

病毒在冷库内可长期保存，有疫情感染危险的文献不得放入冷库。

对于需长期保存的文献，可采用文献周边喷洒消毒剂，再隔离一段时间的方法进行消毒。

三、消毒中的注意事项

1、使用前查看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使用，如 84 消毒液切勿用于丝绸、

毛、尼龙、皮革、油漆表面，不得与酸性产品（如洁厕灵等）混用。

2、做好消毒液使用人员的保护工作，防止皮肤接触，用后立刻洗手、洗脸、漱口。

3、消毒液的浓度不宜过大，以避免其他副作用。

4、发现疫情的图书馆需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消毒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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