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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消毒机通用卫生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气消毒机的分类、命名与型号、技术要求、检验方法、使用方法、铭牌和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物理因子、化学因子和其他因子消毒的空气消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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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GB/T 14294  组合式空调机组 

GB 28232  臭氧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GB 28235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GBZ/T 189.8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噪声 

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 卫生部 （卫法监发〔2002〕282号）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05年版） 卫生部  （卫监督发〔2005〕42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气消毒机  air disinfecting machine  

利用物理、化学或其他方法杀灭或去除室内空气中微生物，并能达到消毒要求，具有独立动力、能

独立运行的装置。 

3.2   

自然衰亡率  decay rate 

空气中细菌自然降低或自然死亡的百分率。 

3.2  

   消亡率  extinction rate 

空气中细菌自然衰亡和经消毒处理杀菌总和的百分率。 

3.3  

   杀灭率  killing rate 



WS/T 648—2019 

2 

在微生物杀灭试验中，用百分率表示微生物数量减少的值。 

4 分类 

4.1 按工作原理分类 

4.1.1 物理因子的空气消毒机：利用静电吸附、过滤技术和紫外线等方法杀灭或去除空气中微生物，

达到消毒要求的空气消毒机，可用于有人情况下的室内空气消毒。如静电吸附式空气消毒机、高效过滤

器（HEPA）、紫外线空气消毒器等。 

4.1.2 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机：利用产生的化学因子杀灭空气中微生物，达到消毒要求的空气消毒机，

仅用于无人情况下室内空气的消毒。如二氧化氯空气消毒机、臭氧空气消毒机、过氧化氢空气消毒机、

过氧乙酸空气消毒机等。  

4.1.3 其他因子的空气消毒机：利用其他因子杀灭空气中微生物，达到消毒要求的空气消毒机，如等

离子体空气消毒机、光触媒空气消毒机等。  

4.2 按安装方式分类 

可分为壁挂式、柜式、移动柜式、嵌入式空气消毒机。 

5 命名与型号 

5.1  命名    

应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的规定。 

 5.2  型号 

商品名- B -□1-□2 

商品名- G -□1-□2 
商品名- Y -□1-□2 
商品名- Q -□1-□2 

说明:  B——壁挂式空气消毒机的代号  

G—柜式空气消毒机的代号 

Y—移动式空气消毒机的代号 

Q—嵌入式空气消毒机的代号 

□1-通用名  

□2-属性名 

 示例：XX牌-Q-□1-□2 

       表示XX牌嵌入式300臭氧空气消毒机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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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消毒机外观应光滑平整，各部件连接牢固，在正常使用中能安全工作，不会引起对人员和周

围环境的危害。 

6.1.2  有效寿命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应符合GB 28235中寿命的要求；臭氧空气消毒机应符合GB 28232中有效寿命的要

求；其他空气消毒器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没有相应标准的应达到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6.1.3  工作噪声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的工作噪声应符合GB 28235中噪声的要求；没有相应标准的空气消毒机整机运行

时应平稳可靠、无振动,噪声≤60dB(A计权)。 

6.1.4  循环风量 

    依靠循环风量来实现消毒目的的空气消毒机，循环风量应大于适用体积的8倍以上；循环风紫外线

空气消毒器应符合GB 28235中循环风量的要求。 

6.1.5  适用体积 

体积不得少于30 m
3
。 

6.1.6  电气安全性 

应符合GB 9706.1的要求。 

6.2 物理因子的空气消毒机技术要求 

6.2.1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的原材料、材质、元器件等技术要求应符合GB 28235的要求；其他空气消毒

机的原材料、材质和元器件等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没有相应标准的应达到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6.2.2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的紫外线灯辐照强度应符合GB 28235的要求。 

6.2.3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的紫外线泄漏量和臭氧泄漏量应符合 GB 28235 的要求。  

6.3  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机技术要求 

6.3.1  臭氧空气消毒机的臭氧发生器及其臭氧发生单元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 28232的要求；其他空气

消毒机的原材料及其技术要求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没有相应标准的应达到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6.3.2  臭氧空气消毒机消毒空气时臭氧的浓度应符合GB 28232的要求；其他空气消毒机产生的化学因

子浓度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没有相应标准的应达到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6.3.3  消毒作用时间应≤1h。 

6.4  其他因子的空气消毒机技术要求 

6.4.1  空气消毒机的原材料、元器件及其技术要求应符合相应的标准，没有相应标准的应达到产品质

量标准的要求。 

6.4.2  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内部不得装有中、高效过滤器和紫外线杀菌灯。 

6.4.3  对人体有害物质的泄漏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没有相应标准的应达到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6.4.4  消毒作用时间应≤2h。 

6.5 消毒效果要求 

6.5.1  空气消毒模拟现场试验 

用空气消毒机进行空气消毒模拟现场试验，在20℃～25℃，相对湿度50%～70%条件下，开机作用至

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对白色葡萄球菌的杀灭率应≥99.9%。 

6.5.2  空气消毒现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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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自然条件下，用空气消毒机进行空气消毒现场试验，开机作用至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对空气中

自然菌的消亡率应≥90.0%。 

6.6  安全性要求 

6.6.1  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机的毒理安全性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6.6.2  物理因子和其他因子的空气消毒机运行时不得释放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室内空气中臭氧的浓度

≤0.16 mg/m
3
。 

7 检测方法 

7.1 空气消毒模拟现场试验 

按附录 A执行。 

7.2 空气消毒现场试验 

按附录 B执行。 

7.3 毒理学安全性试验 

按《消毒技术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7.4  工作噪声   

按GBZ/T 189.8规定的方法测定。 

7.5  消毒器电器安全性指标 

按GB 9706.1规定的方法测定。 

7.6  消毒器循环风量 

按GB/T 14294规定的方法测定。 

8 使用方法 

8.1  按各种空气消毒机的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消毒效果应符合6.5要求。 

8.2  使用空气消毒机对拟消毒场所进行空气消毒时，应在密闭环境中进行，避免与室外空气流通，以

确保消毒效果。 

8.3  使用臭氧空气消毒机消毒室内空气时，室内相对湿度宜≥70%，以确保消毒效果。 

8.4  使用产生二氧化氯、过氧化氢、过氧乙酸、臭氧等对人体有害因子的空气消毒机消毒室内空气时，

应在室内无人条件下进行,消毒结束后应待室内消毒因子降低至对人无影响时（一般停机30min以上）人

方可进人；情况允许时可开窗通风，以使消毒因子尽快扩散、中和；要注意对室内物品的保护，避免强

氧化剂对物品的损坏。 

9 铭牌和说明书 

应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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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空气消毒模拟现场试验 

A.1  目的 

       以人工喷雾微生物气溶胶的方法污染模拟现场受试空气，测定空气消毒机用于空气消毒的最

低安全使用剂量。 

A.2  试验设备和器材 

A.2.1  试验菌株：白色葡萄球菌  8032株。 

A.2.2  培养基：营养肉汤培养基、营养琼脂培养基、含中和剂的营养琼脂培养基（所含中和剂为按附

录C鉴定合格者，用于化学消毒因子的空气消毒机消毒后采样）。 

A.2.3  消毒试验用气雾室：气雾室宜以不锈钢、铝合金和玻璃等光洁、耐腐蚀和易清洗的材料建造相

邻的一对（容积均为20 m
3），一个用于消毒试验，另一个用于试验对照。一对气雾室所处环境（包括温

度、相对湿度、光照、密闭性和通风条件等）应一致。应安装温度和相对湿度调节装置以及通风机过滤

除菌或其他消毒装置和相应管道，开设供喷雾染菌、给药、采样等的袖套操作和样本传递等窗口。 

A.2.4  喷雾染菌装置，包括空气压缩机、压力表、气体流量计和气溶胶喷雾器等。喷出细菌气溶胶微

粒的直径90%以上应在1μm～10μm之间。 

A.2.5  空气微生物采样装置: 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抽气设备、气体流量计、计时器等。 

A.2.6  环境监测器材:温度计、湿度计等。 

A.3  试验菌悬液的制备 

取白色葡萄球菌第3～7代经36℃±1℃培养18～24 h的新鲜斜面培养物，用TPS(胰蛋白胨生理盐水

溶液）洗下菌苔，无菌脱脂棉过滤后，用营养肉汤培养基稀释成所需浓度。 

A.4  操作程序 

A.4.1  待测空气消毒机的安装 

试验开始前，按待测空气消毒机的安装说明，将待测空气消毒机安装在试验气雾室远端，连接好电

源并确认能够正常工作，同时在对照气雾室内安装去除了空气消毒能力的与待检同型号设备作为对照，

然后将门关闭。此后，一切操作和仪器设备的操作均在室外通过带有密封袖套的窗口或摇控器进行。直

至试验结束，才可将门打开。 

A.4.2  试验环境条件设定 

开启计算机控制系统（或开启温、湿度调节装置），同时调节两个气雾室的温度、相对湿度至试验

要求的温度（20℃～25℃）和相对湿度（50%～70%）。 

A.4.3  气溶胶喷雾染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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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对照组和试验组气雾室中，将微生物气溶胶发生器固定在采样车上并使之位于气雾室内中央

位置距地面1.0 m处，按照不同的气溶胶发生装置设定压力、气体流量和喷菌时间喷雾染菌。边喷雾染

菌，边用风扇（搅拌器）搅拌。喷雾染菌完毕，继续搅拌5 min，静止5 min。 

A.4.4  消毒前采样 

静止 5 min 后，同时对对照组和试验组气雾室分别进行消毒前采样，作为对照组试验开始前和试验

组消毒处理前的阳性对照（即污染菌量）。气雾室内空气中各阳性对照菌数应达 510
4 

CFU/m
3～510

5 

CFU /m
3（消毒试验最后一个时间对照组阳性对照菌数不得小于 510

4  
CFU /m

3  ）。 

A.4.5  消毒处理 

按待测空气消毒机的使用说明，开机运行。 

A.4.6  消毒后采样 

空气消毒机作用至预定的第一个时间（说明书规定时间的0.5倍），即刻对试验组和对照组气雾室同

时进行采样；继续作用至第二个预定消毒时间（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再次按前述方法进行采样。 

A.4.7  采样要求 

试验用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采样，采样时，将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放在气雾室中央 

1.0 m高处，采样流量为28.3 L/min,采样时间依据预测试验确定（一般对照组和试验组消毒处理前采样

5 s～10 s,试验组消毒后视其消毒效果，如消毒合格采样5 min～10 min）。 

A.4.8  培养与结果观察 

采样后,无菌操作取出平板，置36℃±1℃培养箱培养48h进行活菌培养计数。在完成试验组与阳性

对照组采样后，将未用的同批培养基与上述两组样本同时进行培养，作为阴性对照。若阴性对照组有菌

生长，说明所用培养基有污染，试验无效，更换无菌器材重新进行。 

A.4.9  对气雾室消毒处理 

全程试验完毕，对气雾室表面和空气中残留的细菌做最终消毒后，打开通风机，过滤除菌排风，排

除气雾室内滞留的污染空气。 

A.5  数据处理 

A.5.1  空气中含菌量计算 

空气中含菌量按式（A.1）计算。 

         1000
t3.28


S
X   ………………（A.1） 

式中： 

X——空气含菌量，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每立方米（CFU/m
3
）； 

    S——六级采样平板上总菌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CFU）； 

    t——采样时间，单位为分（min）。 

A.5.2 杀灭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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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消毒机对细菌消毒效果以杀灭率 (或清除率)Kt计，数值以（%）表示，按公式（A.3）计算。 

     100
0

0 



V

VV
N t
t    ………………  (A.2) 

100
)1('

')1('

0

0







t

tt
t

NV

VNV
K     ………………   (A.3) 

式中： 

Kt——消毒处理对空气中细菌的杀灭率（或清除率），%； 

V0'与 Vt'——试验组消毒处理前和消毒过程中不同时间的空气含菌量，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每

立方米（CFU/m
3
）； 

Nt——空气中细菌的自然衰亡率； 

V0 与 Vt——对照组试验开始前和试验过程中不同时间的空气含菌量，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每立

方米（CFU/m
3
）。 

A.6  重复试验   

同一条件试验重复3次。 

A.7  结果判定    

3次试验结果的杀灭率（或清除率）均≥99.9%，可判为消毒合格。 

A.8  注意事项 

A.8.1  试验中，因控制统一的条件较难，故每次试验均需同时设置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条件尽量保

持一致。 

A.8.2  注意记录试验过程中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以便分析对比。 

A.8.3  所采样本应尽快进行微生物检验，以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A.8.4  每次试验完毕，气雾室应充分通风。必要时消毒冲洗，间隔 4h后才可做第二次试验。 

A.8.5  试验时，气雾室必须保持密闭，设有空气过滤装置，以防染菌空气污染环境。 

A.8.6  试验时，气雾室应防止日光直射，以免造成杀菌作用不稳定。 

A.8.7  气雾室排风过滤装置中的滤材应定期更换，换下的滤材应经灭菌后再做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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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空气消毒现场试验 

B.1  目的 

在适用现场，无人情况下，以自然菌为指示微生物，对消毒场所（如病房、寝室、办公室等可密闭

的场所）空气进行消毒或微生物清除处理，验证空气消毒机实用消毒效果。 

B.2  试验设备和器材 

B.2.1  培养基 

营养琼脂培养基、含中和剂的营养琼脂培养基（所含中和剂为按附录C鉴定合格者，用于化学消毒

因子的空气消毒机消毒后采样）。 

 B.2.2  空气微生物采样装置 

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抽气设备、气体流量计、计时器等。 

B.2.3  环境监测器材 

温度计、湿度计等。 

B.3  操作程序 

B.3.1  试验场所选择 

根据空气消毒机的使用要求，选择有代表性的试验场所（如病房、寝室、办公室、救护车辆等可密

闭的场所），并且试验场所菌量宜≥1000 CFU/m
3
，在室内无人情况下进行试验。 

B.3.2  待测空气消毒机的安装 

试验开始前，按待测空气消毒机的安装说明，将待测空气消毒机安装在所选试验场所的远端，连接

好电源并确认能够正常工作。 

B.3.3  消毒前采样 

所选密闭试验场所空气静止5 min后，用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进行空气中自然菌采样，作为

消毒前样本（阳性对照），采样时，试验场所≤10 m
2 
者设一个采样点，试验场所≥10 m

2 
者，每增加

10 m
2
增设一个采样点，最多设5个采样点。一个采样点采样，将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置试验场所

中央1.0m高处，多个采样点将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置于对角线上或梅花式均匀分布，且远离消毒

机的出风口，离墙壁距离应＞0.5 米，1.0 米高度处采样。采样流量为28.3 L/min,采样时间依据空气

含菌量确定，一般不超过10 min。 

B.3.4  消毒处理  

按待测空气消毒机的使用说明，开机运行。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WS/T 648—2019 

9 

B.3.5  消毒后采样 

空气消毒机作用至预定的时间（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在消毒前采样点用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

器同法进行空气中自然菌采样，作为消毒后的试验样本。 

B.3.6 培养与结果观察 

采样后,无菌操作取出平板，置36℃±1℃培养箱培养48 h进行活菌培养计数。同时将未用的同批培

养基与上述两组样本同时进行培养，作为阴性对照。若阴性对照组有菌生长，说明所用培养基有污染，

试验无效，更换后重新进行。 

B.3.7 重复试验 

试验重复3次。 

B.4  数据处理 

B.4.1  空气中含菌量计算同A.5.1。 

B.4.2  消亡率的计算 

空气消毒机对空气中自然菌消毒效果以消亡率计，数值以（%）表示，按式（B.1）计算。 

   100



A

BA
X      ……………… （B.1） 

式中： 

X——消亡率，%； 

A——消毒前样本平均菌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每立方米（CFU/m
3
）； 

B——消毒后样本平均菌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每立方米（CFU/m
3
）。 

 B.5  结果判定   

每次试验对自然菌的消亡率均≥90.0%者为合格。 

B.6  注意事项 

B.6.1  试验中，因控制统一的条件较难，故消毒前后及不同次数间的环境条件亦应尽量保持一致。 

B.6.2  注意记录试验过程中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以便分析对比。 

B.6.3  现场房间应防止日光直射，以免造成杀菌作用不稳定。 

B.6.4  所采样本应在4h内进行微生物检验，以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B.6.5  试验时，应关闭实验场所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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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空气消毒剂中和剂鉴定试验 

C.1  目的 

确定所选中和剂是否适用于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机对空气消毒效果的评价试验。 

C.2  试验设备和器材 

C.2.1  试验菌株：白色葡萄球菌  8032 株。 

C.2.2  培养基：营养肉汤培养基、营养琼脂培养基、含中和剂的营养琼脂培养基。 

C.2.3  消毒实验用气雾室：同 A.2.3。 

C.2.4  喷雾染菌装置：同 A.2.4。 

C.2.5  空气微生物采样装置: 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抽气设备、气体流量计、计时器等。 

C.2.6  环境监测器材:温度计、湿度计等。 

C.3  试验菌悬液的制备 

取白色葡萄球菌第3～14代经36℃±1℃培养18h的新鲜斜面培养物，用TPS(胰蛋白胨生理盐水溶液）

洗下菌苔，无菌脱脂棉过滤后，用营养肉汤培养基稀释成所需浓度备用。 

C.4  中和剂鉴定试验 

C.4.1  试验分组：试验设为三组，即中和剂组、中和产物组和对照组。 

C.4.1.1 中和剂组: 含中和剂的培养基+试验菌, 观察含中和剂培养基对试验菌生长有无抑制作用。 

C.4.1.2 中和产物组: 含中和剂的培养基+消毒剂+试验菌, 观察中和产物对试验菌生长有无抑制作用。 

C.4.1.3 对照组: 营养琼脂培养基+试验菌, 作为菌数对照。 

C.4.2  中和剂鉴定试验操作程序 

C.4.2.1 安装拟检测的化学因子的空气消毒机(同 A.4.1)。 

C.4.2.2 试验环境条件设定(同 A.4.2)。 

C.4.2.3 试验开始前先在2个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采样器中装入含相同中和剂培养基的平板,在第3个采

样器中装入营养琼脂培养基平板。在一个气雾室内进行喷雾染菌, 在另一个气雾室内按拟检测的化学因

子的空气消毒机使用说明开机运行，运行至说明规定时间停机后，先将一个装有中和剂平板的六级筛孔

空气撞击式采样器放入气雾室内,以28.3 L /min的气体流量进行采样, 采样量为200 L(中和产物组)。

10 min 后将装有中和剂、中和产物和普通营养琼脂平板的采样器一同放入喷雾染菌的气雾室内依次进

行采样, 采菌结束后将所有采菌平板、未用的同批次营养琼脂培养基和含中和剂的营养琼脂培养基平板

（阴性对照）放入36℃±1℃培养箱内培养48 h后记录试验结果并计算三组间菌落数的差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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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4  三组间菌落数的差异率按式C.1计算 

 

( 三组间菌落平均数－各组菌落数) 的绝对值之和 

菌落数差异率=                                                     X100% ………(C.1) 

3 × 三组间菌落平均数 

 

C.5  评价 

C.5.1 当三组间菌落数的差异率＜15% 时, 可判定所选中和剂合格, 当三组菌落数的差异率＞15%时, 

则可判定所选中和剂不合格, 需重新选定。 

C.5.2  阴性对照无菌生长。 

C.5.3  连续3次取得合格评价。 

C.6  注意事项 

C.6.1  试验所设各组均有其特定意义，不得任意删减。 

C.6.2  严格遵守无菌操作，保持试液、培养基和器材的无菌。 

C.6.3  试验中应尽量使用新鲜配制的含中和剂的培养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