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事业单位日常清洁与消毒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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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空气：首选开窗通风换气。建议每日通风 2-3 次，

每次不少于 30min。对于无法开窗的情况，采用移动式紫外

线消毒器（按照紫外线灯管功率为 1.5 瓦/m³均匀分布于室

内）消毒 1小时。尽量不要使用集中空调系统，如使用集中

空调系统，要定期对空调系统清洗消毒。 

（2）物体表面：如工作台面、门把手、电话机、开关、

电梯按钮扶手等用 70%-75%的酒精擦拭或 500mg/L 含氯消毒

液擦拭消毒，作用 20min-30min 后用清水擦拭干净，每天至

少一次。电脑键盘及其他贵重电子设备，可以用含乙醇

70%-75%的酒精棉球或酒精消毒片擦拭消毒。 

（3）地面：每天用 250mg/L-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

行喷洒或湿式拖地。 

（4）手卫生：可用 75%乙醇或其他含醇速干型手消毒剂

擦拭手部 1min-3min，防止手造成的交叉感染，有肉眼可见

污染物时应先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然后消毒。  

（5）公共餐饮具:餐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要

集中消毒，首选煮沸消毒或流通蒸汽消毒至少 15min。无法

进行煮沸消毒或流通蒸汽消毒的可用餐具消毒柜按产品使

用说明书进行消毒，也可用 250mg/L 含氯消毒液或 50～

100mg/L 二氧化氯消毒液浸泡消毒，作用 15～30min 后用清

水冲洗干净。  



常见消毒剂及配置使用 

消毒剂均以含有效成分的量表示，如含氯消毒剂以有效

氯含量表示，25％漂白粉原粉即该消毒剂含 25％有效氯。20％

过氧乙酸指原液中含 20％的过氧乙酸，其余类推。对这类消

毒剂稀释时不能将其当成 100％，而应按其实际含量计算。

各消毒剂在其标签上均注明其有效成分及含量。 

计算公式： 

（1）原药为固体： m=C2*V/C1 

m 为所需原药重量，C2 为欲配制消毒液浓度，V 为欲配

制消毒液的体积， C1 为消毒剂固体有效成分浓度  

（2）原药为液体：V1=C2*V2/C1 

V1 为消毒液原药体积，V2 为欲配制消毒液体积，C1 为

消毒液原药有效成分浓度，C2 为欲配制消毒液浓度 

举例如下： 

（1）配制含氯消毒液 1L，浓度为 500mg/L 

配制方法1：在1L冷水中加入500mg/片消毒片1片或1000mg/

片消毒片 0.5 片，溶解后使用。 

配制方法 2：将含有效氯 5%的 84 消毒液稀释 100 倍。  

（2）配制过氧乙酸消毒液 

一般在使用前 24 小时将 A、B 液混合活化。活化后根据

标签浓度配制成 0.2%-0.3%浓度备用。传统二元包装 A 液和

B 液活化后 15%-18%，属于管制品，采购、保存要注意安全。

目前有新型产品的过氧乙酸，二元包装，可以活化

10min-20min 后使用，产品安全性好，但含过氧乙酸浓度不

高，可以根据说明书使用。  



专业消毒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 

穿工作服并在外加套防水围裙，也可以穿一次性使用防

护服；穿长筒胶靴；戴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手套、医用外

科口罩，防护眼罩。 

注意事项： 

1.不必对室外环境（包括空气）开展大面积消毒。 

2.含氯消毒液要用冷水配制，且临用现配。 

3.含氯消毒剂有皮肤黏膜刺激性，配置和使用时建议佩

戴口罩和手套。 

4.儿童请勿触碰。 

5.乙醇（擦拭而不能喷雾）消毒液使用应远离火源（酒

精消毒很容易引起火灾，公共场所特别是酒店，不建议使用）。 

6.紫外线灯的使用一定是在无人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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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消毒器械 

1、手动气压式喷雾器：用于物体表面喷洒或喷雾消毒  

      

2、电动喷雾器：用于物体表面喷雾消毒  

     

3、气溶胶喷雾器、超低容量喷雾器：雾粒粒径小，形成气

溶胶，不容易沉降，可以进行空气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