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产 、保存消毒剂时应加强卫生意识 ,以保

证消毒剂的安全性。

三 、通常认为细菌芽胞和乙肝表面抗原

对化学消毒剂的抗力高于细菌繁殖体 ,而本

文检测结果表明洋葱假单胞菌对作者分离到

该菌株的季铵盐类消毒剂的抗力明显高于细

菌芽胞和 HBsAg 。在实际应用中应引起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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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碳 酸 钠 消 毒 性 能 的 观 察

杨云海　周艳霞　赵生友　姜晓春

　　过碳酸钠(Sodium percarbonate)即过氧碳酸钠 ,

俗称固体双氧水 , 它是由碳酸钠与过氧化氢形成的

加成化合物 , 分子式为 2Na2CO 3·3H2O 2 , 分子量

314.02 , 是一种白色松散无味的颗粒状或粉状固体 ,

具有强氧化性。为了解其消毒性能 , 对其消毒效果

和毒性进行了实验室试验观察 ,结果如下。

一 、材料与方法:

1.试验材料:过碳酸钠活性氧含量13.50%, 由

吉化集团公司合成树脂厂提供。试验菌株为金黄色

葡萄球菌(ATCC 6538), 大肠杆菌(ATCC 25922)。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为纯化抗原(0.4mg/

ml)。试验动物为昆明种小鼠 ,由白求恩医科大学实

验动物部提供。

2.杀菌试验 、乙肝表面抗原灭活试验和经口急

性毒性试验均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

行。试验温度 20℃,各组试验均重复 5次。

二 、结果:

1.中和剂选择:试验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 1%

过碳酸钠作用 10min , 6 个试验组结果表明可终止过

碳酸钠的消毒作用 ,且对实验菌无抑制作用 , 对培养

基无不良影响 , 确定中和剂为 1%硫代硫酸钠+

0.5%卵磷脂+0.5%吐温-80 磷酸盐缓冲液。

2.悬液试验杀菌效果:0.5%浓度作用2min , 对

作者单位:130021 长春 ,吉林省卫生防疫站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杀灭率达到99.9%。

3.自然菌现场杀菌效果:用 1%浓度过碳酸钠作

用 10min 消毒物体表面的自然菌 ,采取样本 50 份 ,

消毒前菌落总数 896cfu/ ml , 消毒后菌落总数 65cfu/

ml , 杀菌率92.64%。

4.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破坏作用:HBsAg 残留

量以 S/N 表示 , S/ N<2.1为阴性。 5%过碳酸钠作

用 10min、10%作用 5min 其 S/ N 值分别为1.29、

0.71。

5.经口急性毒性:选雌雄小鼠各 5 只 , 按0.1ml/

10g 体重 ,经口给小鼠灌胃 , 观察 14 天。各组小鼠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 , 主要表现为活动减少 , 步

态不稳 , 皮毛无光泽 ,雌雄小鼠 LD50均为5 010mg/ kg

体重 , 95%可信限雌性小鼠为3 440 ～ 7 300mg/kg ,

雄性小鼠为3 808～ 8 140mg/ kg 体重。

三 、讨论:0.5%过碳酸钠作用 2min , 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杀灭率达到99.9%。 1%浓度作

用 10min对物体表面自然菌的杀灭率达到92.64%,

在有机物存在时对杀菌作用有影响。 10%作用

5min、5%作用 10min 可破坏 HBsAg 的抗原性。经稳

定性加速试验 , 56℃放置 14 天杀菌率无明显下降 ,

证明过碳酸钠原粉在 1 年内较为稳定。小鼠 LD50为

5 010mg/ kg 体重 ,属于实际无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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