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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比较常见消毒方法对塞内卡病毒的杀灭作用，开展了不同浓度苯酚溶液、复方甲酚皂

消毒液、柠檬酸溶液、ＮａＯＨ 溶液、百毒杀消毒液、新洁尔灭消毒液、８４ 消毒液以及 ７５％ 酒精和紫外

线，与 ＳＶＡ 作用 １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 和 ６０ ｍｉｎ 杀灭效果的研究。 结果显示，５． ０％ 的苯酚溶液作用

１０ ｍｉｎ，０． ５％以上的 ＮａＯＨ 作用 １０ ｍｉｎ，低于 １ ∶ ２００ 浓度的 ８４ 消毒液作用 ３０ ｍｉｎ、７５％ 酒精作用

６０ ｍｉｎ以及紫外线照射 ３０ ｍｉｎ 以上，均可将 ＳＶＡ 完全杀灭，而复方甲酚皂消毒液、柠檬酸溶液、百毒

杀消毒液、新洁尔灭消毒液不能有效杀灭 ＳＶＡ。 ５． ０％苯酚溶液、０． ５％以上的 ＮａＯＨ 溶液、１∶ ２００ 以

下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７５％酒精及紫外线对 ＳＶＡ 杀灭作用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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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内卡病毒（Ｓｅｎｅｃａｖｉｒｕｓ Ａ，ＳＶＡ）是近年来新

发现的一种主要引起猪水疱样病变的病毒。 早在

１９８８ 年即在美国猪群中开始流行传播，并且一直在

猪群中循环［１］。 我国 ２０１５ 年首次在广东发现 ＳＶＡ
的存在［２］，此后，在我国福建、河南等多地相继检出

ＳＶＡ。 猪感染后常表现为鼻端及蹄冠发生水疱、溃
烂，发病特征与口蹄疫、猪水泡病、水泡性口炎极为

相似，临床上难以区分。 在感染猪群中，母猪最易

感，发病率高达 ７０％ ～９０％ ，其次是仔猪，发病率达

７０％ ，１ ～ ４ 日龄仔猪感染后死亡率达 １５％ ～
３０％ ［３］。 虽然 ＳＶＡ 危害性不及口蹄疫病毒，但由

于感染后的发病特征类似于口蹄疫，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猪的上市及交易。 我国农业农村部

２０１８ 年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ＳＶＡ
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可见对该疫病的重视程度。
目前尚无商品化疫苗可预防该疫病，而环境与圈舍

消毒则是最为有效、实用的防范措施，国外学者的

研究发现过氧化氢［４］、酚类消毒剂、漂白粉能有效

杀灭该病毒，国内尚无此方面的研究。 为切实开展

相关研究，为疫病防控提供数据支持，维护养猪业

生产及猪肉产品质量安全，本文研究了 ８ 种常用消

毒剂和紫外线对 ＳＶＡ 的杀灭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１． １． １　 试验毒株及细胞　 毒株：ＳＶＡ ＣＨ ／ ＺＺ ／ ２０１６
株；细胞：ＰＫ － １５ 细胞（猪肾细胞），由金宇保灵生

物药品有限公司兽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保存。
１． １． ２　 主要试剂　 消毒剂：分析纯苯酚（天津市大

茂化学试剂厂），常用消毒浓度为 ２％ ～ ５％ ；新洁

尔灭消毒液（山东安杰高科消毒科技有限公司），苯
扎溴铵含量为 ２． ７％ ～ ３． ３％ ，推荐稀释比例（原
液：水）为 １∶ ４；８４ 消毒液（山东利尔康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一般物体表面消毒推荐稀释比例（原
液：水）为 １∶ １００ ～ １∶ ２００，百毒杀（上海派斯德生化

有限公司），圈舍器械消毒推荐使用浓度为 ０． ０２％
～０． ０５％ ；ＮａＯＨ（天津市北联精细化学品开发有限

公司），常用消毒浓度为 ２％ ～ ５％ ；柠檬酸（天津市

申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口蹄疫疫苗生产车间常

用消毒浓度为 ０． ２％ ；复方甲酚皂消毒液（山东利

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稀释比例（原
液：水）为 １∶ ２；７５％ 酒精消毒液（山东利尔康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和剂：百毒杀、新洁尔灭消毒液、８４ 消毒液

的中和剂为含有 ５． ０ ｇ ／ Ｌ 硫代硫酸钠的 ＰＢＳ 溶液；
苯酚、复方甲酚皂消毒液的中和剂为含有 ３％ 吐温

－ ８０ ＋ ３％卵磷脂的 ＰＢＳ 溶液；柠檬酸溶液的中和

剂为 ０． ７５％ ＮａＨＣＯ３ 溶液；ＮａＯＨ 溶液的中和剂为

０． ５％ ＨＣｌ 溶液［５］。
标准硬水：硬度为 ３４２ ｍｇ ／ Ｌ，由 ＣａＣｌ２０． ０３４ ｇ，

ＭｇＣｌ２·６Ｈ２Ｏ ０． １３９ ｇ，加蒸馏水至 １． ０ Ｌ 配制而成。
其他：０． ０４ ｍｏｌ ／ Ｌ ＰＨ 为 ７． ４ 的 ＰＢＳ。

１． １． ３　 仪器设备　 二级生物安全柜（香港力申发

展有限公司）、水浴锅（常州智博瑞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 ＨＨ － ４２０）、二氧化碳培养箱 （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４２９１）。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试验用毒株病毒滴度测定 　 将 ＳＶＡ ＣＨ ／
ＺＺ ／ ２０１６ 株病毒液用 ＤＭＥＭ 培养基进行 １０ 倍系列

倍比稀释（１０１ ～ １０８），分别接种于单层 ＰＫ － １５ 贴

壁细胞（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每个稀释度接种 ４ 孔，
置于 ３７ ℃，含 ５％ 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以 Ｒｅｅｄ －
Ｍｕｅｎｃｈ 法计算病毒的半数细胞感染量（ＴＣＩＤ５０）。
１． ２． ２　 消毒剂、中和剂、中和产物对细胞的影响　
根据卫生部 ２００２ 版《消毒技术规范》 ［６］，评价中和

剂、消毒剂及中和产物对细胞生长状况的影响，共
设立 ６ 组试验：

第 １ 组为消毒剂（正式试验的最高浓度），分别

取消毒剂 １． ０ ｍＬ（用标准硬水分别配制 ５． ０％苯酚

溶液、５． ０％ 柠檬酸溶液、２％ ＮａＯＨ 溶液、０． ５％ 百

毒杀、１∶ ２００ 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１∶ ２ 稀释的复方甲

酚皂消毒液、１∶ ４ 稀释的新洁尔灭溶液以及未稀释

的 ７５％ 酒精） 接种单层 ＰＫ － １５ 细胞，补维持液

９． ０ ｍＬ，置 ３７ ℃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４８ ｈ 观察

细胞生长情况。
第 ２ 组为中和剂，分别取 １． ０ ｍＬ 含 ５． ０ ｇ ／ Ｌ 硫

代硫酸钠的 ＰＢＳ 溶液、含 ３％吐温 － ８０ ＋ ３％卵磷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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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ＰＢＳ 溶液、０． ７５％ ＮａＨＣＯ３溶液和 ０． ５％ ＨＣｌ 溶液

接种单层 ＰＫ －１５ 细胞，补维持液 ９． ０ ｍＬ，置 ３７ ℃二

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４８ ｈ 观察细胞生长情况。
第 ３ 组为中和产物，分别取消毒剂（５． ０％苯酚

溶液、５． ０％ 柠檬酸溶液、２％ ＮａＯＨ 溶液、０． ５％ 百

毒杀、１∶ ２００ 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１∶ ２ 稀释的复方甲

酚皂消毒液、１ ∶ ４ 稀释的新洁尔灭溶液）与适量相

对应中和剂混合，作用 １０ ｍｉｎ 后混合液即为中和产

物，分别取中和产物 １． ０ ｍＬ 接种单层 ＰＫ － １５ 细

胞，补维持液 ９． ０ ｍＬ，置 ３７ ℃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

养，４８ ｈ 观察细胞生长情况。
其余 ３ 组为对照组，分别取标准硬水、ＰＢＳ 和

细胞维持液对照组各 １． ０ ｍＬ，接种单层 ＰＫ － １５ 细

胞，补维持液 ９． ０ ｍＬ，置 ３７ ℃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

养，４８ ｈ 观察细胞生长情况。
１． ２． ３ 　 中和剂中和效果鉴定、中和剂及中和产物

对 ＳＶＡ ＴＣＩＤ５０的影响　 根据卫生部 ２００２ 版《消毒

技术规范》 ［６］，评价中和剂的中和作用，以及中和

剂、中和产物对病毒滴度的影响，试验共设立 ６ 组：
第 １ 组为消毒剂 ＋ 病毒液，分别取消毒剂

５． ０ ｍＬ（用标准硬水分别配制 １０％苯酚溶液、１０％
柠檬酸溶液、４％ ＮａＯＨ 溶液、１％ 百毒杀、１∶ １００ 稀

释的 ８４ 消毒液、１∶ ２ 稀释的新洁尔灭溶液以及未稀

释的复方甲酚皂消毒液）与 ５． ０ ｍＬ ＳＶＡ 病毒液混

合，另取 ９． ０ ｍＬ ７５％酒精与 １． ０ ｍＬ ＳＶＡ 病毒液混

合，于 ２０ ℃水浴作用 ６０ ｍｉｎ，取样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第 ２ 组为（消毒剂 ＋病毒液） ＋中和剂，分别取

消毒剂 ５． ０ ｍＬ（用标准硬水分别配制 １０％ 苯酚溶

液、１０％柠檬酸溶液、４％ ＮａＯＨ 溶液、１％ 百毒杀、
１∶ １００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１∶ ２ 稀释的新洁尔灭溶液

以及未稀释的复方甲酚皂消毒液）与 ５． ０ ｍＬ ＳＶＡ
病毒液混合，另取 ４． ５ ｍＬ ７５％酒精与 ０． ５ ｍＬ ＳＶＡ
病毒液混合，于 ２０ ℃水浴作用 ６０ ｍｉｎ 取出混合液

０． １ ｍＬ，加 ０． ９ ｍＬ 相应中和剂室温作用 ５ ｍｉｎ，
７５％酒精试验组加 ０． ９ ｍＬ 维持液稀释即可，分别

取样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第 ３ 组为中和产物（消毒剂 ＋ 中和剂） ＋ 病毒

液，分别取消毒剂 １． ０ ｍＬ（用标准硬水分别配制

１０％苯酚溶液、１０％ 柠檬酸溶液、４％ ＮａＯＨ 溶液、
１％百毒杀、１∶ １００ 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１∶ ２ 稀释的新

洁尔灭溶液以及未稀释的复方甲酚皂消毒液）加入

９． ０ ｍＬ 相应中和剂室温作用 ５ ｍｉｎ，分别取混合液

５． ０ ｍＬ 与等量 ＳＶＡ 病毒液混合，２０ ℃水浴作用 ６０
ｍｉｎ，取样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第 ４ 组为（标准硬水 ＋病毒液） ＋中和剂，取标

准硬水 ５． ０ ｍＬ 与等量 ＳＶＡ 病毒液混合，于 ２０ ℃水

浴作用 ６０ ｍｉｎ 后取 ４． ０ ｍＬ 均分 ４ 份，每份 １． ０ ｍＬ，
分别加入 ４ 种中和剂 ９． ０ ｍＬ 作用 ５ ｍｉｎ，取样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第 ５ 组为（标准硬水 ＋ 病毒液） ＋ ＰＢＳ，取标准

硬水 ５． ０ ｍＬ 与等量 ＳＶＡ 病毒液混合，于 ２０ ℃水浴

作用 ６０ ｍｉｎ 后取 １． ０ ｍＬ，加入 １． ０ ｍＬ ＰＢＳ 作用

５ ｍｉｎ，取样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第 ６ 组为标准硬水 ＋ ＰＢＳ 不接毒组，取标准硬

水 ５． ０ ｍＬ 与等量 ＰＢＳ 混合，于 ２０ ℃ 水浴作用

６０ ｍｉｎ后取样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１． ２． ４　 ＳＶＡ 杀灭试验　 用标准硬水将所有消毒剂

配制为双倍试验浓度，即 ４． ０％ 、１０． ０％ 的苯酚溶

液，复方甲酚皂原液及 １ ∶ ２ 稀释液，０． ４％ 、４． ０％ 、
１０． ０％ 柠檬酸溶液，１． ０％ 、２． ０％ 、４． ０％ 、１０． ０％
ＮａＯＨ 溶液，０． ０４％ 、０． １％ 、０． ４％ 、１． ０％ 百毒杀，
１∶ ２、１ ∶ ４ 稀释的新洁尔灭，１ ∶ ５０、１ ∶ １００、１ ∶ ２００、
１∶ ４００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分别吸取 ５． ０ ｍＬ 上述消

毒剂及 ５． ０ ｍＬ 标准硬水置于 １５ ｍＬ 离心管内，于
２０ ℃水浴中作用 ５ ｍｉｎ，分别加入 ５． ０ ｍＬ ＳＶＡ 病

毒液，另取 ９． ０ ｍＬ ７５％酒精加入 １． ０ ｍＬ ＳＶＡ 病毒

液，立即混匀于 ２０ ℃水浴中作用至试验规定时间

（１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６０ ｍｉｎ），立即取出 ０． １ ｍＬ 混合

液，加入 ０． ９ ｍＬ 相应中和剂混匀，７５％酒精组及标

准硬水组加入 ０． ９ ｍＬ 细胞维持液，作用 １０ ｍｉｎ 后

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如此试验重复 ３ 次，计算各组平均灭

活对数值。
取 ＳＶＡ 病毒液 ５． ０ ｍＬ 加 ５． ０ ｍＬ 细胞维持液

混匀，吸取 ２． ５ ｍＬ 平铺于底面积为 １２． ５６ ｃｍ２的平

皿中，平皿开盖置于生物安全柜中用紫外线照射，
照射强度为 ９０ μＷ ／ ｃｍ２，同时设立同等条件下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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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的对照组。 作用至试验规定时间（１０ ｍｉｎ、
３０ ｍｉｎ、６０ ｍｉｎ），立即取出 ０． １ ｍＬ，加入 ０． ９ ｍＬ 细

胞维持液混匀，测定 ＴＣＩＤ５０。 如此试验重复 ３ 次，
计算各组平均灭活对数值。
１． ２． ５ 　 平均灭活对数值的计算及对比：　 设阳性

（病毒 ） 对 照 组 ＴＣＩＤ５０ 为 ＮＯ， 试 验 （ 消 毒 ） 组

ＴＣＩＤ５０）ＮＸ，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 Ｎｏ － ｌｏｇ Ｎｘ［６］，
对比各种消毒剂对 ＳＶＡ 的杀灭效果。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试验用毒株病毒滴度测定 　 经测定，试验用

ＳＶＡ 病毒液 ＴＣＩＤ５０为 １０ － ７． ０ ／ ０． １ ｍＬ。
２． ２　 消毒剂、中和剂及中和产物对细胞生长状况

的影响　 结果如图 １ 所示，除百毒杀组（Ｈ 所示）细
胞出现稍许变圆、漂浮、数量减少以外，其他各组消

毒剂均未对细胞生长产生明显影响；５． ０ ｇ ／ Ｌ 硫代

硫酸钠的 ＰＢＳ 组（Ｍ 所示）细胞出现少量变圆、漂
浮的情况，其他中和剂实验组细胞生长未见异常；
各中和产物对细胞生长未造成显著影响；由消毒剂

或中和剂造成的细胞异常生长与 ＳＶＡ 引起的细胞

病变有明显区别。

注：图 Ａ ～ Ｃ 分别为细胞维持液、ＰＢＳ、标准硬水对细胞生长影响的情况；图 Ｄ 细胞病变；图 Ｅ ～ Ｌ 分别为消毒剂苯酚溶液、复方甲酚皂溶液、

ＮａＯＨ 溶液、百毒杀溶液、新洁尔灭溶液、８４ 消毒液、７５％酒精及柠檬酸溶液对细胞生长影响情况；图 Ｍ ～ Ｐ 分别为中和剂 ５． ０ ｇ ／ Ｌ 硫代

硫酸钠的 ＰＢＳ、３％吐温 － ８０ ＋ ３％卵磷脂的 ＰＢＳ、０． ７５％碳酸氢钠溶液及 ０． ５％ ＨＣｌ 溶液对细胞生长影响情况；图 Ｑ ～ Ｗ 分别为苯酚、

复方甲酚皂、柠檬酸、ＮａＯＨ、百毒杀、新洁尔灭和 ８４ 消毒液与相应中和剂的中和产物对细胞生长影响情况。

图 １　 消毒剂、中和剂及中和产物对 ＰＫ －１５ 细胞生长状况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Ｋ －１５ ｃｅｌ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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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中和剂中和效果鉴定、中和剂及中和产物对

ＳＶＡ ＴＣＩＤ５０的影响　 表 １、表 ２ 结果显示，第 １ 组试

验中苯酚组、ＮａＯＨ 组和 ８４ 消毒液组 ＴＣＩＤ５０检测结

果为 ０，其他消毒剂组均不低于 ５． ５０；第 ２ 组试验

中，苯酚组 ＴＣＩＤ５０为 ２． ５０，ＮａＯＨ 组和 ８４ 消毒液组

ＴＣＩＤ５０为 ２． ００，其他消毒剂组为 ５． ５０；第 ３、４、５ 组

测定结果相同，ＴＣＩＤ５０在 ５． ００ ～ ５． ５０ 之间；第 ６ 组

细胞生长未见异常。 结果表明，试验中所用中和剂

均可中和相应消毒剂的消毒作用，中和剂及中和产

物均不影响病毒滴度。
２． ４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以下结果为不同消毒剂

对 ＳＶＡ 的平均灭活对数值，灭活对数值越大，表明

灭活效果越强。
２． ４． １ 　 不同浓度苯酚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表 ３ 结果显示，浓度为 ５． ０％ 的苯酚溶液与 ＳＶＡ

作用时间至少为 １０ ｍｉｎ 时，对其灭活对数值为

５． ５０，表明 ＳＶＡ 被完全杀灭；当苯酚浓度为 ２． ０％
时，与 ＳＶＡ 作用 ６０ ｍｉｎ 灭活对数值为 ３． ００，表明病

毒未完全杀灭。
２． ４． ２ 　 不同浓度复方甲酚皂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

验结果　 表 ４ 结果显示，以 １∶ ２ 和 １∶ ４ 稀释的复方

甲酚皂消毒剂，与 ＳＶＡ 作用 ６０ ｍｉｎ 时，灭活对数值

分别为 ０． ７５ 和 ０． ２５，表明病毒未被杀灭。
２． ４． ３ 　 不同浓度柠檬酸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

果　 表 ５ 结果显示，浓度为 ０． ２％ 与 ２． ０％ 的柠檬

酸溶液与 ＳＶＡ 作用 ６０ ｍｉｎ 时，两种浓度消毒剂对

病毒的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０． ７５，浓度为 ５． ０％的柠

檬酸溶液与病毒作用 ６０ ｍｉｎ 时，灭活对数值为１． ５，
结果表明，试验所用浓度的柠檬酸溶液不能杀

灭 ＳＶＡ。

表 １　 中和产物对病毒滴度的影响

Ｔａｂ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ｎ ＳＶＡ

组别
各消毒剂组 ＴＣＩＤ５０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苯酚 甲酚皂 柠檬酸 ＮａＯＨ 百毒杀 新洁尔灭 ８４

１ ０ ５． ５０ ± ０． ２０ ５． ５０ ± ０ ０ ５． ５０ ± ０． ２０ ５． ５０ ± ０ ０

２ ２．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２． ００ ± ０

３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表 ２　 中和剂对病毒滴度的影响

Ｔａｂ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ＳＶＡ

组别
各消毒剂组 ＴＣＩＤ５０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中和剂 １ 中和剂 ２ 中和剂 ３ 中和剂 ４

４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 ５０ ± ０． ２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２０ ５． ５０ ±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表 ３　 苯酚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２． ０％苯酚 １． ５０ ± ０． ２０ １． ７５ ± ０． ２０ ３． ００ ± ０

５． ０％苯酚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表 ４　 不同浓度甲酚皂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ｒｅｓｏｌ ｓｏａｐ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１∶ ２ 甲酚皂 ０ ０． ５０ ± ０ ０． ７５ ± ０． ２０

１∶ ４ 甲酚皂 ０． ２５ ± ０． ２０ ０． ２５ ± ０ ０． ２５ ± ０． ２０

表 ５　 柠檬酸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ｉｔ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０． ２％柠檬酸 ０ ０． ５０ ± ０． ２０ ０． ７５ ± ０． ２０

２． ０％柠檬酸 ０． ５０ ± ０． ２０ ０． ５０ ± ０ ０． ７５ ± ０． ２０

５． ０％柠檬酸 ０． ２５ ± ０． ２０ ０． ７５ ± ０ １． ５０ ± 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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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４　 不同浓度 ＮａＯＨ 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表 ６ 结果显示，用浓度为 ０． ５％、１． ０％、２． ０％和５． ０％
的 ＮａＯＨ 溶液，分别与 ＳＶＡ 作用至少 １０ ｍｉｎ 时，各
组灭活对数值均为 ５． ５０，表明该病毒被完全杀灭。
２． ４． ５　 不同浓度百毒杀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表 ７ 结果显示，浓度为 ０． ０２％ 的百毒杀与 ＳＶＡ 作

用 ６０ ｍｉｎ 时，灭活对数值为 ０． ５０；同样作用６０ ｍｉｎ，
百毒杀浓度为 ０． ０５％ 及 ０． ２％ 时，灭活对数值为

０． ７５，百毒杀浓度为 ０． ５％ 时，灭活对数值为１． ００，
表明病毒未被杀灭。
２． ４． ６ 　 不同浓度新洁尔灭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

结果　 表 ８ 结果显示，以 １∶ ４ 比例稀释的新洁尔灭

消毒液与 ＳＶＡ 作用 ６０ ｍｉｎ，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１． ００；１∶ ８ 稀释组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０． ５０，表明

ＳＶＡ 未被杀灭。
表 ６　 ＮａＯＨ 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６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ＮａＯＨ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０． ５％ＮａＯＨ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１． ０％ＮａＯＨ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２． ０％ＮａＯＨ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０％ＮａＯＨ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表 ７　 百毒杀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７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ｓｔｏ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０． ０２％百毒杀 ０ ０ ０． ５０ ± ０． ２０

０． ０５％百毒杀 ０ ０． ２５ ± ０． ２０ ０． ７５ ± ０． ２０

０． ２％百毒杀 ０ ０． ５０ ± ０． ２０ ０． ７５ ± ０． ２０

０． ５％百毒杀 ０ ０． ７５ ± ０ １． ００ ± ０． ２０

表 ８　 新洁尔灭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８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ｅｃａ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Ｂｒｏｍｉｄ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１∶ ４ 新洁尔灭 ０． ７５ ± ０ １． ００ ± ０． ２０ １． ００ ± ０

１∶ ８ 新洁尔灭 ０． ５０ ± ０． ２０ ０． ５０ ± ０ ０． ５０ ± ０

２． ４． ７　 不同浓度 ８４ 消毒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表 ９ 结果显示，以 １ ∶ １００、１ ∶ ２００ 比例稀释的 ８４ 消

毒液与 ＳＶＡ 作用 １０ ｍｉｎ，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５． ５０，表明病毒被完全杀灭，以 １ ∶ ４００、１ ∶ ８００ 比例

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对 ＳＶＡ 作用 ６０ ｍｉｎ，平均灭活对

数值为 １． ００，表明病毒未被完全杀灭。

表 ９　 ８４ 消毒液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８４ －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１∶ １００ 的 ８４ 消毒液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１∶ ２００ 的 ８４ 消毒液 ５． ２５ ± ０． ２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１∶ ４００ 的 ８４ 消毒液 ０． ５０ ± ０ ０． ７５ ± ０ １． ００ ± ０

１∶ ８００ 的 ８４ 消毒液 ０． ５０ ± ０ ０． ５０ ± ０ １． ００ ± ０． ２０

表 １０　 ７５％酒精、紫外线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７５％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ｌｉｇｈｔ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ｎ ＳＶＡ

消毒剂
不同作用时间 ／ ｍｉｎ 对病毒平均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７５％酒精 ３． ５０ ± ０． ２０ ５． ０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紫外线 ４． ２５ ± ０． ２０ ５． ５０ ± ０ ５． ５０ ± ０

标准硬水 ０ ０ ０

图 ２　 不同消毒剂对 ＳＶＡ 杀灭效果的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ＶＡ

２． ４． ８ 　 ７５％ 酒精、紫外线对 ＳＶＡ 杀灭试验结果

７５％酒精与 ＳＶＡ 作用 １０ ｍｉｎ 时，平均灭活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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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３． ５０，作用 ３０ ｍｉｎ 时，灭活对数值为 ５． ００，当作

用 ６０ ｍｉｎ 时，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５． ５０，表明 ７５％酒

精作用 ６０ ｍｉｎ 可将 ＳＶＡ 完全杀灭；在紫外线照射

作用 １０ ｍｉｎ 时，对 ＳＶＡ 的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４． ２５；
照射 ３０ ｍｉｎ 时，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５． ５０，表明 ＳＶＡ
被完全杀灭；紫外线对照组平均灭活对数值为 ０，表
明毒价未降低；标准硬水与 ＳＶＡ 作用 ６０ ｍｉｎ 平均

灭活对数值为 ０，表明标准硬水对 ＳＶＡ 无杀灭作

用，上述试验成立。
２． ５　 不同消毒剂对 ＳＶＡ 杀灭效果的对比 　 选取

上述结果中消毒剂对 ＳＶＡ 最佳杀灭浓度，以及完

全杀灭病毒的最低浓度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

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知，５． ０％苯酚溶液、０． ５％ ＮａＯＨ 溶液

对 ＳＶＡ 杀灭效果最好，均可在 １０ ｍｉｎ 杀灭病毒；其
次为 １∶ ２００ 稀释的 ８４ 消毒液，作用 ３０ ｍｉｎ 即可将

ＳＶＡ 完全杀灭；紫外线对病毒杀灭作用比 １∶ ２００ 的

８４ 消毒液稍弱，但也能在 ３０ ｍｉｎ 杀灭 ＳＶＡ；７５％酒

精对 ＳＶＡ 杀灭作用不及前几种消毒剂，需要 ６０ ｍｉｎ
才能杀灭；其他消毒剂，包括 １ ∶ ２ 复方甲酚皂消毒

液、５． ０％ 柠檬酸溶液、０． ５％ 百毒杀及 １ ∶ ４ 新洁尔

灭溶液对 ＳＶＡ 杀灭作用弱，６０ ｍｉｎ 内不能杀灭

病毒。
３　 讨论与结论

选取 ８ 种常见消毒剂和紫外线，设置不同浓度

和作用时间，评估对 ＳＶＡ 的杀灭效果。 结果表明，
５． ０％的苯酚溶液、０． ５％ 以上的 ＮａＯＨ 溶液、低于

１∶ ２００浓度的 ８４ 消毒液、７５％ 酒精以及紫外线对

ＳＶＡ 有较强的杀灭作用，其他消毒剂对 ＳＶＡ 杀灭

作用较弱甚至无作用。
临床上常用 １． ０％ ～ ５． ０％ 的苯酚溶液对医疗

器械及排泄物进行消毒［７］，有研究表明，苯酚类消

毒剂也适用于洁净室的常规清洁消毒。 Ａｚａｄ Ｓｉｎｇｈ
等［８］的研究发现，使用推荐浓度的酚醛类消毒剂在

２５ ℃和 ４ ℃的温度下，能杀灭物体表面 ８２． ４１％的

ＳＶＡ，研究证明，５． ０％的苯酚溶液对 ＳＶＡ 有较强杀

灭作用，且苯酚浓度符合国标［９］。 因此，开展 ＳＶＡ
相关研究的实验室，可以参考用 ５． ０％ 的苯酚溶液

处理某些试验器械及废弃物，以保证实验室生物安

全；复方甲酚皂消毒剂与苯酚同属于酚类消毒剂，
但使用推荐浓度对 ＳＶＡ 杀灭作用远远不及苯酚

溶液。
ＮａＯＨ 价格低廉、消毒作用强。 养殖场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通常用 ２． ０％ ～ ５． ０％ 的 ＮａＯＨ 溶液，
对空舍、车辆及人员鞋底进行消毒。 依据本研究结

果，用 ０． ５％的 ＮａＯＨ 溶液作用 １０ ｍｉｎ 即可有效杀

灭 ＳＶＡ，远低于通常使用浓度，为猪场对 ＳＶＡ 病的

预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０． ２％浓度柠檬酸溶

液对口蹄疫病毒具有良好的消毒效果，但 ０． ２％ 、
２． ０％和 ５． ０％三种浓度柠檬酸溶液对 ＳＶＡ 均无明

显杀灭作用。 研究结果提示，ＳＶＡ 与口蹄疫在发病

临床症状极为相似，但病原理化特性差异较大，适
合口蹄疫病毒的消毒剂或消毒方法可能并不完全

适用于 ＳＶＡ。
百毒杀主要成分是溴化二甲基二癸基烃铵，畜

舍、器具消毒推荐使用浓度为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５％ 。
本研究发现，以推荐浓度对 ＳＶＡ 进行消毒，效果极

其微弱，甚至 １０ 倍推荐浓度的百毒杀对 ＳＶＡ 作用

也不显著。 新洁尔灭与百毒杀同属于季铵盐类消

毒剂，推荐使用浓度（１ ∶ ４ 稀释，苯扎溴铵含量约

０． ６％ ）对 ＳＶＡ 杀灭效果也不理想，可见生产中不

适合用百毒杀和新洁尔灭对 ＳＶＡ 进行消毒。
８４ 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是一种常

见的含氯消毒剂。 研究发现，推荐浓度的 ８４ 消毒

液（有效氯含量 ７００ ～ １００ ｍｇ ／ Ｌ）对 ＳＶＡ 杀灭作用

强，浓度低于 １∶ ４００ 以下时，对 ＳＶＡ 杀灭效果明显

降低；Ａｚａｄ Ｓｉｎｇｈ 等［８］ 的研究发现，稀释度为 １ ∶ ２０
的漂白粉在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内可杀灭物体表面 ９９％以

上的 ＳＶＡ，８４ 消毒液与漂白粉都属于次氯酸盐，说
明 ＳＶＡ 对次氯酸盐较敏感，临床上可用此类消毒

剂杀灭猪场圈舍地面或排泄物中的 ＳＶＡ。
研究发现 ７５％ 酒精对 ＳＶＡ 有一定杀灭作用，

但不能瞬间杀灭病毒，作用时间需要 ６０ ｍｉｎ 以上。
酒精易挥发，通常用喷洒或涂擦的方式对物体表面

消毒，喷洒或涂擦后浓度难以维持 ６０ ｍｉｎ，因此，在
实验室内不建议使用 ７５％酒精处理 Ｓ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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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对消毒物品损伤小，且不涉及药物残留

及污染的问题，在口蹄疫生产车间常用于空气和操

作台表面消毒［１０］。 本研究发现，ＳＶＡ 经生物安全

柜内的紫外线照射 ３０ ｍｉｎ，即可被杀灭。 此结果提

示，在生产中可以用紫外线照射的方式对物体表

面、无菌操作室及空气消毒，以防止 ＳＶＡ 的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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