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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晋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晋中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共同提出，晋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

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晋中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晋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关新、张红清、范丽华、杨红红、王宏昌、王晋东、尹志鹏、李强、黄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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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用消毒剂安全使用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居家用消毒剂的术语与定义、使用原则、使用方法、选用原则、使用中注意事项。 

本标准为居家用消毒剂过氧乙酸、84 消毒液、漂白粉、乙醇、二氧化氯、94 消毒液、碘伏安全使

用提供技术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04  过氧乙酸溶液  

GB/T 19106  次氯酸钠 

GB/T 26366  二氧化氯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26368  含碘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26369  季铵盐类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26371  过氧化物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26373  乙醇消毒剂卫生标准 

GB 27948    空气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 36758  含氯消毒剂卫生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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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灭菌  

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一切微生物的处理。 

3.3  

消毒剂   

能杀灭传播媒介上的微生物并达到消毒要求的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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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灭菌剂   

可杀灭一切微生物(包括细菌芽孢)使其达到灭菌要求的制剂。 

3.5  

高效消毒剂  

指可杀灭细菌芽孢达到高水平消毒的消毒剂。其中延长作用时间，可达到灭菌要求者，称为灭菌剂。 

3.6  

中效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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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低效消毒剂  

能杀灭细菌繁殖体和亲脂病毒的消毒制剂。 

3.8  

含氯消毒剂 

溶于水中能产生次氯酸的消毒剂。 

3.9  

有效氯  

含氯消毒剂的氧化能力相当于氯的量,是衡量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的标志，有效氯含量用mg/L或百

分比（%）表示。 

3.10  

一般物体表面  

家庭、公共场所中日常用具表面及交通工具上人体常接触的物体表面，如桌椅、床头柜、卫生洁具、

门窗把手、楼梯扶手、公交车座椅、把手和儿童玩具等的表面。 

3.11  

熏蒸消毒  

利用消毒剂气体杀灭在密闭空间内的病原微生物, 使达到无害化的处理方法。 

3.12  

季铵盐类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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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铵盐为主要化学成分的消毒剂,本标准指以氯型季铵盐,溴型季铵盐为主要杀菌有效成分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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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5%乙醇或异丙醇复配的

消毒剂。 

4 居家用消毒剂使用原则 

4.1 合理配置浓度 

消毒剂浓度不是越高越好，只有达到一定的浓度才有消毒效果，浓度太低不能消除病原微生物，浓

度太高可能对消毒对象产生明显的破坏作用，并可能对人体健康带来伤害。   

4.2 严格规定时间 

消毒剂只有作用一定的时间才有消毒效果，有的消毒剂杀菌作用快速，有的就较慢，不同的消毒剂

和不同的消毒对象可能需要的作用时间是不相同的，要保证消毒有效必须让消毒剂与消毒对象作用一定

的时间。  

4.3 确保使用安全 

目前市场上的多数化学消毒剂对人体和物品有一定的危害，使用时需要注意安全。避免消毒剂直接

接触人体，万一不慎溅入眼睛应立即用清水冲洗。为安全起见，配制消毒剂时应该戴手套戴眼镜，避免

小孩在场。  

4.4 减少影响因素 

消毒效果与消毒对象的性状有关，含有有机物的物品可能影响消毒效果。消毒前应该尽量使消毒对

象清洁，对餐饮具、家具消毒时最好先清洁后消毒。 

4.5 化学消毒液现配现用 

多数化学消毒剂不稳定，特别是遇水稀释后，更易分解，须现配现用，不可重复使用，重复使用会

造成消毒液污染，消毒效果下降。  

4.6 科学实施消毒 

不同的消毒剂杀灭病原微生物的效果不同，不同的微生物对消毒剂的抵抗力也不同。 一般家用消

毒剂只是对一些常见微生物有杀灭作用，对一些抵抗力较强的微生物可能没有消毒作用。因此，如果家

庭中出现了传染病人，应该按照医生的建议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要求采取消毒措施。  

5 使用方法 

5.1 过氧乙酸 

5.1.1 概述 

过氧乙酸（CH3COOOH）溶液为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并带有乙酸味，属于常用的高

效消毒剂，可以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白色葡萄球菌等细菌和真菌。具有广谱、

高效、低毒、对金属及织物有腐蚀性、受有机物影响大、稳定性差等特点，其浓度为15%～21%(g/100 mL)。 

5.1.2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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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乙酸消毒剂的使用方法见表1。 

表1 过氧乙酸消毒剂使用方法 

消毒对象 过氧乙酸含量 

配 1L 消毒剂 

(原液量（以 15%计算）+水量) 

mL 

消毒作用

时间 

min 

使用方法 

地面、墙壁、门窗 0.2%～0.5% 13+987～33+967 ≥60 喷洒、擦洗 

2% 130+870 30～60 喷雾 
房屋空间 

15% 原液 120 薰蒸 

衣服、被褥 15% 原液 60～120 将衣物散开薰蒸 

餐(饮)具 0.5% 33+967 30 浸泡 

瓜果、蔬菜类食物 0.2%～0.5% 13+987～33+967 10 浸泡 

盛排泄物或呕吐物的容器 0.5% 33+967 30 浸泡 

家用物品、家具 0.2%～0.5% 13+987～33+967 60 喷洒、擦洗、浸泡 

手与皮肤（污染严重时） 0.2% 13+987 / 浸泡、擦拭 

5.1.3 贮存 

5.1.3.1 应贮存于避光、室温为 3 ℃～10 ℃的环境中。 

5.1.3.2 产品单独存放,不可以与易燃或可燃物、强还原剂、铜、铁、铁盐、锌等活性金属粉末、碱、

硝酸、毛发、油脂类放置于同一场所。 

5.1.3.3 在符合上述贮存条件的情况下,过氧乙酸溶液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一个月。 

5.1.4 安全 

5.1.4.1 过氧乙酸不稳定，尤其稀溶液极易分解，原液浓度低于 12%时禁止使用，因此，应用前配制。

配制的稀溶液应盛于塑料容器中，避免接触金属离子。接触高浓度过氧乙酸时，须戴防护眼镜。配制溶

液时，忌与碱或有机物相混合。 

5.1.4.2 过氧乙酸对金属有腐蚀性，对织物有漂白作用。金属制品与织物经浸泡消毒后，即时用清水

冲洗干净。 

5.1.4.3 物品用过氧乙酸消毒后，应放置 1 h～2 h，待残留在物体表面上的过氧乙酸挥发、分解后再

使用。 

5.1.4.4 使用浓溶液时，谨防溅入眼内或皮肤粘膜上，一旦溅上，即时用清水冲洗。 

5.1.4.5 消毒被血液、脓液等污染的物品时，需适当延长作用时间。 

5.1.4.6 过氧乙酸对大理石和水磨石等材料地面有明显损坏作用，切忌用其水溶液擦拭地面。 

5.2 84 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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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概述 

84消毒液是一种无色或淡黄色液体，它是以次氯酸钠、表面活性剂为主的高效消毒剂，主要成分为

次氯酸钠（NaClO）,原液有效氯含量为4%～7% ，可杀死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枯

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自然菌、对铜绿假单胞菌、脊髓灰质炎病毒。 

5.2.2 使用方法 

84消毒液的使用方法见表2。 

表 2 84 消毒液使用方法 

消毒对象 
有效氯含量 

mg/L 

配 1L 消毒剂 

(原液量（以 5%计算）+水量) 

mL 

消毒作用

时间 

min 

使用方法 

100～250 2+998～5+995 10～30 
对各类清洁物体表面擦拭、浸泡、冲洗

消毒 
一般物体表面 

400～700 8+992～14+986 10～30 
对各类非清洁物体表面擦拭、浸泡、冲

洗、喷洒消毒，喷洒量以喷湿为度  

果蔬 100～200 2+998～4+996 10 
将果蔬先清洗后消毒；消毒后用生活饮

用水将残留消毒液冲净 

织物 250～400 5+995～8+992 20 
消毒时将织物全部浸没在消毒液中，消

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消毒液冲净 

室内地面、空气 1000～2000 20+980～40+960 10～30 喷洒、擦洗 

分泌物、污水 2500～3000 50+950～60+940 ≥120 混合搅拌后静置 

便器 4000～5000 80+920～100+900 30～60 浸泡 

400 8+992 20 

消毒传染病病人使用后的污染器具。 

用于先去残渣、清洗后再进行浸泡消毒

的器具，消毒后将残留消毒剂冲净 
食饮具 

500～800 10+990～16+984 30 

消毒传染病病人使用后的污染器具。 

用于去残渣、未清洗进行浸泡消毒的器

具，消毒后应将残留消毒剂冲净 

血液、粘液等体液污染

物品 
5000～10000 100+900～200+800 ≥60 

对各类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物品、物体表

面覆盖、浸泡消毒 

排泄物 
10000～

20000 
200+800～400+600 ≥120 

按照 1 份消毒液、2 份排泄物混合搅拌

后静置 

5.2.3 贮存 

5.2.3.1 应置于阴凉、干燥处和通风良好的环境中密封保存。 

5.2.3.2 产品单独存放,不得与还原物质共储共运，有效期为 12 个月。 

5.2.4 安全 

5.2.4.1 84 消毒液为外用品, 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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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配制、分装浓消毒液和使用时避开皮肤、眼睛、口鼻，应戴口罩和手套等防护用品。 

5.2.4.3 使用浓溶液时，谨防溅入眼内或皮肤粘膜上，一旦溅上，即时用清水冲洗。 

5.2.4.4 84 消毒液对金属有腐蚀作用,对织物有漂白、褪色作用，金属和有色织物慎用。 

5.2.4.5 热水会影响杀菌效果，勿用 40 ℃以上的热水稀释原液。 

5.2.4.6 禁止与醋或洁厕灵等酸性产品混用，以免产生氯气而发生中毒。 

5.2.4.7 严禁将消毒剂加入加湿器等对空气进行消毒，应使用专用喷雾器喷洒或用抹布擦拭消毒。 

5.2.4.8 84 消毒液为强氧化剂，不得与易燃物接触，应远离火源。 

5.3 漂白粉  

5.3.1 概述 

漂白粉是氢氧化钙、氯化钙，次氯酸钙的混合物，其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钙[Ca(ClO)₂]，有效氯含量

＞20%。漂白粉为白色或灰白色粉末或颗粒，有显著的氯臭味，很不稳定，吸湿性强，易受光、热、水

和乙醇等作用而分解,遇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可游离出次氯酸，遇稀盐酸则产生大量的氯气。漂白粉属高

效消毒剂，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对铜绿假单胞菌、脊髓灰质炎病毒、枯草

杆菌黑色变种芽孢。 

5.3.2 使用方法 

漂白粉的使用方法见表3。 

表3 漂白粉使用方法 

消毒对象 
有效氯含量

mg/L 

配 1L 消毒剂需漂白粉 

（以 25%计算）量 

g 

消毒作

用时间 

min 

使用方法 

250 1 10～30 对各类清洁物体表面擦拭、冲洗、浸泡、喷洒消毒 
一般物体

表面 500 2 20～30 
对各类非清洁物体表面擦拭、浸泡、冲洗、喷洒消

毒，喷洒量以喷湿为宜。 

250 1 20～30 

消毒非传染病病人使用食饮具；用于先去残渣、清

洗后再进行浸泡消毒的器具，消毒后应当用生活饮

用水冲净残留消毒剂。 
食饮具 

1000 4 30 

消毒传染病病人使用后的食饮具；用于去残渣、未

清洗进行浸泡消毒的食饮具，消毒后应当用生活饮

用水冲净残留消毒剂。 

果蔬 100～200 0.4～0.8 10 
果蔬应当先清洗、后消毒；消毒后应当用生活饮用

水冲净残留消毒剂。 

织物 250～400 1～1.6 20 
将织物全部浸没在消毒液中；消毒后应当用生活饮

用水冲净残留消毒剂。 

排泄物 10000～20000 40～80 ≥120 混合搅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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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贮存 

5.3.3.1 应保存在密闭容器中，贮存于阴凉、干燥且通风良好的清洁场所，远离火种、热源。 

5.3.3.2 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 

5.3.3.3 应与还原剂、酸类、易（可）燃物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 

5.3.4 安全 

5.3.4.1 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5.3.4.2 漂白粉对织物有一定的漂白作用，对金属有一定的腐蚀性，慎用。 

5.3.4.3 应按比例现用现配，消毒时应当取上清液使用。 

5.3.4.4 食饮具、瓜果、蔬菜消毒后，应当用生活饮用水冲洗干净，去除残留消毒剂。 

5.3.4.5 漂白粉为强氧化剂，不得与易燃物接触，应远离火源。 

5.3.4.6 配制和消毒时应做好个人防护。 

5.4 乙醇 

5.4.1 概述 

乙醇（C2H5OH）别名酒精，无色、易挥发液体，有辛辣味，易燃烧。70%～80%的乙醇作用1 min～5 min

可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白色念珠菌，属于中效消毒剂。 

5.4.2 使用方法 

5.4.2.1 卫生手消毒,将消毒剂均匀喷雾手部或涂擦于手部 1～2 遍，作用 1 min。 

5.4.2.2 皮肤消毒,将消毒剂均匀喷雾皮肤表面或涂擦于皮肤表面 2遍,作用 3 min。 

5.4.2.3 物体表面消毒，将消毒剂均匀喷雾于物体表面，使其保持湿润或擦拭物体表面 2遍，作用 

3 min。 

5.4.2.4 体温表消毒,将体温表完全浸泡于消毒剂中，作用 30 min。 

5.4.3 贮存 

置于避光、阴凉干燥、通风处密封保存，远离火源热源。 

5.4.4 安全 

5.4.4.1 外用消毒液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5.4.4.2 易燃，远离火源。 

5.4.4.3 对酒精过敏者慎用。 

5.4.4.4 不宜用于脂溶性物体表面消毒。 

5.4.4.5 严禁大面积喷洒，以免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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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6 酒精与含氯消毒剂不可混用，以免产生氯气而发生中毒。 

5.4.4.7 用于手、皮肤消毒的消毒液不得使用工业级原料。 

5.5 二氧化氯 

5.5.1 概述 

二氧化氯的分子式为ClO2，常温下为黄绿色或桔黄色气体，具有氯气和臭氧的特殊刺激性臭味，毒

性与氯相似，易溶于水，不稳定、受光和热易分解释放氯气，其溶液于冷暗处相对稳定。二氧化氯具有

强氧化能力，可杀灭一切微生物，包括细菌繁殖体、细菌芽孢、真菌、分枝杆菌和病毒等。世界卫生组

织认为其是一种高效强力广谱杀菌剂，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液氯、漂白精、二氯异氰尿酸钠（优氯净）、

次氯酸钠等含氯消毒剂最理想的更新换代产品。 

5.5.2 使用方法 

市售的二氧化氯泡腾片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二氧化氯消毒剂的使用方法见表4。 

表 4 二氧化氯消毒剂使用方法 

消毒对象 
二氧化氯含量 

mg/L 

配 1L 消毒剂 

(原液量（以 0.2%计算）+水量) 

mL 

消毒作用时间 

min 
使用方法 

一般物体表面 50～100 25+975～50+950 10～15 擦拭、喷洒 

500 250+750 30 喷洒（一般污染） 

污染表面 

1000 500+500 60 
喷洒（肝炎病毒和

结核杆菌污染） 

食饮具 100～150 50+950～75+925 10～20 浸泡 

果蔬 100～150 50+950～75+925 10～20 浸泡 

5.5.3 贮存 

5.5.3.1 应贮存于避光、阴凉、干燥、通风处密封保存。 

5.5.3.2 切勿与酸类、有机物、易燃物及其他强还原剂接触或共同贮存。 

5.5.4 安全 

5.5.4.1 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5.5.4.2 不宜与其它消毒剂、碱或有机物混用。 

5.5.4.3 本品有漂白作用；对金属有腐蚀性。 

5.5.4.4 使用时应戴手套、避免高浓度消毒剂接触皮肤和吸入呼吸道。 

5.5.4.5 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应避免在高浓度时(＞500 mg/L)使用。 

5.6 94 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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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概述 

94消毒液是第六代复合季铵盐产品（以二癸基二甲基氯铵和正烷基二甲基苄基氯铵为主要原料），

能够杀多种微生物，包括细菌繁殖体，某些真菌和病毒，而且消毒作用迅速。同时具有无毒、无刺激、

无腐蚀、无异味、无致敏、无污染、免洗、耐光、耐高温等传统消毒液无法具备的优点，属于低效消毒

剂。 

5.6.2 使用方法 

94消毒液使用方法见表5。 

表5  94消毒液使用方法 

消毒对象 
季铵盐含量 

mg/L 

消毒作用时间 

min 
使用方法 

200～1000 1～10 对清洁物体表面擦拭、浸泡、冲洗消毒 

800～1200 5～10 对清洁物体表面喷雾消毒 

400～1200 5～20 对污染物体表面擦拭、浸泡、冲洗消毒  

非多孔硬质表面 

 

1000～2000 10～30 对污染物体表面喷雾消毒 

400～1200 5～20 对清洁物体表面浸泡消毒 

1000～1200 5～20 对清洁物体表面喷雾消毒 

600～1600 5～30 对污染物体表面浸泡消毒  

多孔表面 

1000～2000 10～30 对污染物体表面喷雾消毒 

400～1200 1 清洁对象擦拭、浸泡 

手 

600～2000 1 污染对象擦拭、浸泡 

400～1000 2～5 冲洗消毒 
皮肤、粘膜 

500～2000 2～5 擦拭、浸泡 

5.6.3 贮存 

5.6.3.1 应置于干燥、避光的环境中密封保存。 

5.6.3.2 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同处贮存。 

5.6.4 安全 

5.6.4.1 94 消毒液为外用品,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5.6.4.2 请按照使用浓度配比稀释后使用，若皮肤接触原液，不慎溅入皮肤、眼睛、口鼻，立即用大

量清水冲洗 10 min。 

5.6.4.3 配制和使用时避开皮肤、眼睛、口鼻，应戴口罩和手套等防护用品。 

5.6.4.4 不能与肥皂或其他阴离子洗涤剂同时使用，不能与碘或过氧化物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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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碘伏 

5.7.1 概述 

碘伏是单质碘与聚乙烯吡咯烷酮（Povidone）的不定型结合物。聚乙烯吡咯烷酮可溶解分散9%～12%

的碘，此时呈现紫黑色液体。碘伏具有广谱杀菌作用，刺激性小，毒性低，无腐蚀性（除银与二价合金）

和性状稳定、便于贮存等优点，而且碘伏的颜色深浅与杀菌作用成正比，便于判断其杀菌能力。但医用

碘伏通常浓度较低（1 %或以下），呈现浅棕色，可杀灭细菌繁殖体、真菌、原虫和部分病毒，属于中

效消毒剂。 

5.7.2 使用方法 

用无菌棉蘸取碘伏在消毒部位擦拭1～3遍，作用1 min～3 min。 

5.7.3 贮存 

5.7.3.1 密封、避光，置于通风处保存 

5.7.3.2 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5.7.4 安全 

5.7.4.1 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 

5.7.4.2 稀释液不稳定，2天后有效碘可降低 50%，因此宜在使用前配制。 

5.7.4.3 避免接触银、铝和二价合金。  

5.7.4.4 在用于皮肤消毒时，碘伏要比游离碘溶液引起过敏反应的频率和严重性小得多。但是，用于

敏感组织仍需慎重。 

6 家庭用消毒剂选用原则 

6.1 选择合适的消毒剂 

根据消毒剂杀灭微生物的能力,我国把消毒剂分为灭菌剂、高效消毒剂、中效消毒剂和低效消毒

剂。消毒剂杀菌能力越强,相应对人体的危害也越强。一般家庭中没有病人时,也就没有很明显的致病

微生物,选用中效或低效消毒剂。如75%酒精、0.5%碘伏等。84消毒液为高效消毒剂,由于浓度相对较低,

为家庭常用消毒剂。 

6.2 选择安全的消毒剂 

绝大多数消毒剂对人体的皮肤、眼睛、呼吸道均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性和腐蚀性，还可以引起过敏

反应,甚至造成急性中毒。有些消毒剂的氧化能力很强，会使金属腐蚀、橡胶老化、织物褪色，购买时

应详细阅读说明书，重点了解注意事项的内容，根据需要消毒对象的特性选择消毒剂。 

6.3 选择有效的消毒剂 

很多消毒剂不稳定，存放一定时期后，有效成分分解，消毒效果下降，消毒剂都有一定的保质

期，使用过期消毒剂不能有效杀灭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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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用消毒剂使用注意事项  

7.1 家庭中如有婴幼儿、孕妇、老人等免疫力低下者，或者病人时，慎用消毒剂。如没有传染病病人，

建议不用消毒剂消毒。  

7.2 避免使用酒瓶、饮料瓶盛装消毒剂，以免误用。如果用其他瓶子装，一定要注明“消毒剂 ”字样。

家庭中存放的消毒剂要放置在小孩不能接触到的地方，或上锁保存。  

7.3 正确选用并按照说明使用消毒剂，使用前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严格按照消毒剂使用浓度、使用量

及消毒作用时间操作。  

7.4 消毒过程中要有一定的防护(手套、眼镜等)，不要用手直接接触原液。 

7.5 凡是用消毒剂浸泡过的东西最后必须清洗干净，去除残留。  

7.6 空气消毒一般选用开窗通风即可，如有特殊要求，必须使用消毒剂喷雾或紫外线直接照射时，为

了保证消毒效果，消毒时要在室内无人的状态下关闭门窗，消毒完成后应打开门窗通风，待气味散尽后

再进入，以减少对人体的伤害。  

7.7 在进行消毒时，如果皮肤或者身体其它部位对消毒剂过敏，出现过敏症状，应当停用此种消毒剂，

并在医师的指导下酌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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