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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国内某厂家生产的植物源中药复方消毒剂对鸡舍现场空气沉降菌和有害气体的

降解效果。 随机选用 ５ 间鸡舍，３ 间分别使用浓度为 １ ∶ ５００、１ ∶ １０００ 的中药消毒剂和百毒杀进行

空气消毒，２ 间为饮用水喷雾对照和空白对照，试验重复 ３ 次，每次设计消毒前 １ ｈ，消毒后 １、４、１０
和 ２４ ｈ 五个时间监测点，采用了细菌自然沉降法和有害气体检测仪对鸡舍内空气浮游菌含量和氨

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进行了检测，同时还挑选 ５ 个养殖工人对鸡舍内除臭效果感官评分。 ２ 个浓

度的中药消毒剂，在消毒后 ４ ｈ，杀菌率分别达到 ９５．８８％和 ９７．３２％，消毒后 １０ ｈ 杀菌率最高，分别为

９５．０７％和 ９９．１２％，消毒后 ２４ ｈ 杀菌率仍维持 ９０％以上（９０％杀菌率为消毒剂合格线）。 １ ∶ ５００ 浓

度要优于 １ ∶ １０００ 浓度，但二者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与消毒前 １ ｈ 比较，２ 个浓度的消毒剂四

个时间段（消毒后 １、４、１０ 和 ２４ ｈ）对氨气和硫化氢的降解，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对照消毒剂百毒

杀在消毒后 １ ｈ 杀菌率即达到 ９０％以上，并且持续至 ２４ ｈ 后，但对氨气和硫化氢的降解不明显，仅
在消毒后 １０ ｈ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饮用水对照组在喷雾 １ ｈ 后，杀菌率为 １２．１７％，其后 ３ 个时间段

都在 １％以内，对对氨气和硫化氢的降解几乎无影响。 消毒 ２４ ｈ 后，通过养殖工人感官评判，１ ∶ ５００
稀释的中药消毒剂效果最佳，可判定为 ０ 级，１ ∶ １０００ 浓度试验消毒剂组、百毒杀组、饮用水对照组

和空白对照组均判定为 １ 级，但药物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试验设计的中药消毒剂对鸡舍内环境有

显著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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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５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ｅｏｄ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９５．８８％ ａｎｄ ９７．３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４ ｈ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ｈ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ｒｅ ９５．０７％ ａｎｄ ９９．１２％， ａｎｄ ２４ ｈ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９０％ （９０％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ｐａｓｓ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 ５００ ｗ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１ ∶ １０００，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１ 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１，４，１０ ａｎｄ ２４ ｈ） ｏｆ 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Ｂａｉｄｕｓｈａ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９０％ ａｆｔｅｒ １ ｈ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２４ ｈ ａｆｔｅｒ，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１２．１７％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 １ ｈ， ｂｕ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１％， ａｎｄ ａｌｍｏｓｔ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 ５０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ｊｕｄｇｅｄ ｔｏ ｂｅ ０，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ｓ １．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鸡舍空气中浮游有害菌和粪污发酵产生的氨

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是造成鸡病发生和传播的一

个重要因素，同时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也带来一定

威胁［１］。 目前控制鸡舍气溶胶载菌和降低有害气

体排放的主要措施是加强饲养管理，改善舍内通风

换气条件，增加有害气体排放；饲料中适量添加微

生态制剂，提高饲料转化率，从源头减少有害气体

产生；以及适时向舍内喷洒生物抑菌除臭制剂和消

毒剂等［２］。
随着养殖户对“防病重于治病”意识的逐步提

高，消毒剂的使用在实际养鸡生产中越来越显得普

遍和尤为重要［３］。 然而，现阶段常用的消毒剂多为

化学性消毒剂，多数存在腐蚀性大、刺激性强，以及

耐药性频率高等诸多不良特点［４］。 因此，现阶段积

极研究和开发高效、低毒、无残留的化学性消毒剂

替代品，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市场。

中药是我国的自然瑰宝，现代医学研究已证

明，许多中药制剂具有杀灭病原微生物和改善异味

功能［５］。 鉴于此，本研究将芦荟、苦楝、麻籽、皂荚

等多味中药提取液，根据中医药配伍理论，采用现

代复配技术，精炼而成的纯天然植物源消毒剂。 试

验尝试用于鸡舍现场环境消毒，旨在为今后进一步

开发绿色、新型兽用消毒剂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药品 　 受试药：植物源中药复配消毒剂溶

液，由上海复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规格 １０００ ｍＬ；
对照药：百毒杀（１０％癸甲溴铵溶液），购自上海派

斯德生化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１１１２４２，规格 ５００ ｍＬ。
１．１．２　 检测培养基　 空气沉降菌检测用 ＴＳＡ 培养

基平板（９ ｃｍ），购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１．３　 试验器材　 恒温培养箱（ＨＨ－Ｂ 型，天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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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仪器厂）、高压灭菌锅（ＳＰ３００Ｆ，上海人和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氨气和硫化氢二合一便携式检测仪

（ＫＴ６０２，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上林电子仪器商行），
由家禽研究所自行提供。
１．１．４　 试验鸡及鸡舍　 家禽所试验蛋鸡场，随机选

试验鸡舍 ５ 间，每间饲养 １０８ 日龄绿壳蛋鸡 ３０００ 只，
阶梯式笼具饲养。 鸡舍长 １１０ ｍ，宽 １２ ｍ，自动化

喂料、饮水和处理鸡粪。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分组　 试验设计 ５ 个组别，即对应 ５ 间

鸡舍进行消毒除臭试验，并重复 ３ 次。 ２ 间用于试

验药物，按照厂家推荐浓度，用自然饮用水分别稀

释至 １ ∶ ５００ 和 １ ∶ １０００。 １ 间用于对照药物，按照

说明书规定 １ ∶ ６００ 浓度稀释。 另外 ２ 间分别作为

饮用水喷雾对照和空白对照。 具体药物使用方法

及分组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试验分组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使用浓度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用法
Ｕｓａｇｅ

中药消毒剂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１ ∶ ５００ ２００ ｍＬ ／ ｍ２ 剂量带鸡喷雾消毒 １０ ｍｉｎ

１ ∶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ｍＬ ／ ｍ２ 剂量带鸡喷雾消毒 １０ ｍｉｎ

百毒杀 Ｂａｉｄｕｓｈａ １ ∶ ６００ ２００ ｍＬ ／ ｍ２ 剂量带鸡喷雾消毒 １０ ｍｉｎ

饮用水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 ２００ ｍＬ ／ ｍ２ 剂量带鸡喷雾消毒 １０ ｍｉｎ

空白对照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 －

１．２．２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点按照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４．３－

２０１３［６］要求进行。 在鸡舍中间位置设置 １ 个采集

点（离地面 １．５ ｍ，离两边宽 ４ ｍ），在四分之一区域

中间位置再设置 ４ 个采集点（离地面 １．５ ｍ，离两边

宽 ６ ｍ），一共设置 ５ 个样品采集点采集有害菌和

有害气体，如图 １ 所示。 有害菌采集利用 ＴＳＡ 一次

性平板培养基，在样品采集点打开盖子放置 ５ ｍｉｎ

后，立即封盖，并于冷藏包冷藏备用。 每个采集点

放置 １ 个平板培养基。

图 １　 样品采集点设置方法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１．２．３　 消毒处理 　 消毒剂和对照饮用水按照表 １

方法进行喷雾消毒，统计消毒前 １ ｈ、消毒后 １、４、

１０、２４ ｈ 四个时间段实际平板统计的菌落数和鸡舍

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的浓度差异。

１．２．４　 杀菌率统计及消毒效果判定　 采集回的平

板培养基于 ３７±０．５ ℃ 恒温培养箱培养 １６ ～ １８ ｈ

后，计数实际平板培养基上的菌落数，按照奥式公

式［７］计算：Ｃ＝ ５０００Ｎ ／ ＡＴ（Ｃ 表示每立方米菌落数；

Ｎ 表示每皿菌落数；Ａ 表示培养皿面积 ｃｍ２；Ｔ 表示

采样时间 ｍｉｎ）。 根据菌落计数结果，计算杀菌率。

杀菌率＝［（消毒前菌落数－消毒后菌落数） ／消毒前

菌落数］×１００％。 杀菌率达 ９０％以上者，判为消毒

剂合格。

１．２．５　 有害气体监测及除臭效果判定　 有害气体

直接采用氨气和硫化氢二合一便携式检测仪进行

监测。 消毒 ２４ ｈ 后，请 ５ 位养殖工人对鸡舍除臭效

果进行感官评分。 判定分 ６ 个等级，即 ０ 级，无臭

（８０～ １００ 分）；１ 级，稍感觉有臭气（６０ ～ ８０ 分）；

２ 级，能感觉有弱臭（４０ ～ ６０ 分）；３ 级：明显感到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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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２０～４０ 分）；４ 级：强臭气（带有刺激感） （０ ～ ２０
分）；５ 级：强烈臭气（有呕吐、流泪等感觉）（０ 分）。
１．２．６　 试验数据统计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ＡＳＳ １１．６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消毒杀菌效果　 消毒剂的现场杀菌消毒效果

往往受鸡舍内通风条件、温湿度、浮游菌酸碱度和

有机质含量等参数影响［８］，因此不同的消毒时间和

不同的消毒空间，消毒效果是不一样的。 由表 ２ 和

图 １ 显示，试验消毒剂和对照消毒剂在消毒后 １ ｈ
能迅速显效， 在消毒后 ４ ｈ 杀菌率分别达到

９５．８８％、９７．３２％和 ９４．２８％，在消毒后 １０ ｈ 达到峰

值，然而随着消毒时间延长，消毒效果逐渐减弱，但
在消毒后 ２４ ｈ 杀菌率仍然在 ９０％以上；试验消毒

剂 １ ∶ ５００ 稀释浓度要优于 １ ∶ １０００ 浓度，但各消

毒时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对照消毒剂在短时

间内显效更快， 在消毒 １ ｈ 后杀菌率就达到

９１．０５％，与其他组别差异显著（Ｐ＜ ０． ０５），在消毒

２４ ｈ后仍然维持 ９５．３３％的较高消毒水平。 饮用水

喷雾对照组消毒后 １ ｈ 杀菌率为 １２．１７％，但其后

３ 个时间段杀菌率均在 １％以内。

表 ２　 消毒剂对鸡舍空气沉降菌消毒杀灭效果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ｔｏ ａｉ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ｎｈｏｕｓｅ

消毒剂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消毒时间 ／ ｈ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 ｈ

平均菌落数 ／ （ＣＦＵ×１０３ ／ ｍ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 （ＣＦＵ×１０３ ／ ｍ３）

杀菌率 ／ ％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中药消毒剂（１ ∶ １０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１ ∶ １０００）

消毒前 １ ｈ ３０７．３２±３．１２ －－

消毒后 １ ｈ ６６．２２±１．０４ ７８．４３ａ

消毒后 ４ ｈ １２．６５±１．２３ ９５．８８ａ

消毒后 １０ ｈ １５．１４±０．２５ ９５．０７ａ

消毒后 ２４ ｈ ２６．９５±３．１３ ９１．２２ａ

中药消毒剂（１ ∶ ５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１ ∶ １０００）

消毒前 １ ｈ ３４１．１２±０．６４ －－

消毒后 １ ｈ ６４．６５±３．５１ ８１．０４ａ

消毒后 ４ ｈ ９．１４±３．８７ ９７．３２ａ

消毒后 １０ ｈ ３．１１±０．０４ ９９．１２ａ

消毒后 ２４ ｈ １５．７９±１．０８ ９５．３７ａ

百毒杀 Ｂａｉｄｕｓｈａ（１ ∶ ６００）

消毒前 １ｈ ３００．０９±４．２１ －－

消毒后 １ ｈ ２９．６７±３．３６ ９１．０５ｂ

消毒后 ４ ｈ １７．１６±２．０６ ９４．２８ａ

消毒后 １０ ｈ ８．６４±０．７６ ９７．１２ａ

消毒后 ２４ ｈ １６．８８±１．０１ ９５．３３ａ

饮用水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消毒前 １ｈ ３１２．２８±２．２５ －－

消毒后 １ ｈ ２７４．１１±０．１８ １２．１７

消毒后 ４ ｈ ３１０．３５±１．７７ ０．６４

消毒后 １０ ｈ ３１２．０２±０．５９ ０．０８

消毒后 ２４ ｈ ３１０．２１±５．１４ ０．６６

　 本表仅将试验消毒剂和对照消毒剂进行比较。 试验消毒剂和对照消毒剂同一作用时间的杀菌率同肩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反之
不同肩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Ｐ ＞ ０．０５），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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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药消毒剂杀菌消毒效果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ｔｏ ａｉ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ｋｉｌｌｉｎｇ

２．２　 有害气体降解效果　 鸡舍内臭味主要是由鸡

粪及其他微生物发酵后产生的氨气和硫化氢等有

害气体造成［９］，因此对舍内有害气体的消解对提高

鸡生产性能有重要意义。 表 ３ 结果显示，无论是试

验消毒剂，还是对照消毒剂，在消毒后 １、４、１０ 和

２４ ｈ与消毒前 １ ｈ 比较，对氨气和硫化氢两种有害

气体都有一定的降解效果，但均随着使用时间延

长，消毒效果逐渐消退。 对照消毒剂效果较差，仅

在消毒后 １０ ｈ 和 ２４ ｈ 才现显著消毒效果。 饮用水

喷雾对照组几乎对氨气和硫化氢的降解无影响；除
消毒前 １ ｈ 外，无论是对照消毒剂，还是对照喷雾

饮用水，在同一时间段，对有氨气和硫化氢的降解，
与 ２ 个浓度的试验消毒剂比较，差异显著 （ Ｐ ＜
０．０５）；试验消毒剂 １ ∶ ５００ 浓度与 １ ∶ １０００ 浓度比

较，在消毒 ４ ｈ 后，对氨气和硫化氢降解指数明显

小于前者，药效略佳，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３　 消毒剂对鸡舍有害气体降解效果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ｔｏ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ｇａｓ ｉｎ ｈｅｎｈｏｕｓｅ

消毒剂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

消毒时间 ／ ｈ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 ｈ

氨气浓度 ／ ＰＰＭ
Ｔｈｅ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ＰＭ

硫化氢浓度 ／ ＰＰＭ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ＰＭ

中药消毒剂（１ ∶ １０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１ ∶ １０００）

消毒前 １ ｈ ４４．１８±２．０３ ３３．０７±２．１５

消毒后 １ ｈ ２０．０１±０．２２ １５．２８±１．１０

消毒后 ４ ｈ ５．４５±０．１１ ６．７１±０．３５

消毒后 １０ ｈ ９．１４±０．２５ ７．８８±１．０２

消毒后 ２４ ｈ １２．２１±０．７７ １０．９８±０．１４

中药消毒剂（１ ∶ ５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１ ∶ １０００）

消毒前 １ ｈ ４７．５３±３．６６ ３７．８５±０．４４

消毒后 １ ｈ １８．８９±０．５６ １５．０１±０．２１

消毒后 ４ ｈ ３．７６±０．０４ ４．２２±０．５４

消毒后 １０ ｈ ５．０５±０．２７ ５．３３±０．２６

消毒后 ２４ ｈ ８．４８±０．１６ ８．０９±０．０５

百毒杀 Ｂａｉｄｕｓｈａ（１ ∶ ６００）

消毒前 １ ｈ ４６．２３±１．０９ ３６．５５±１．０４

消毒后 １ ｈ ３６．８８±２．３３∗ ２７．０５±３．２８∗

消毒后 ４ ｈ ２６．８２±１．９０∗ ２５．１１±２．１７∗

消毒后 １０ ｈ １７．１８±０．０５∗ １１．３３±０．３７ ∗

消毒后 ２４ ｈ ２０．１５±０．２８∗ １８．６６±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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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消毒剂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

消毒时间 ／ ｈ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 ｈ

氨气浓度 ／ ＰＰＭ
Ｔｈｅ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ＰＭ

硫化氢浓度 ／ ＰＰＭ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ＰＭ

饮用水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消毒前 １ ｈ ４６．２３±１．０９ ３６．５５±１．０４

消毒后 １ ｈ ４４．１３±０．５５∗ ３３．０７±１．２２∗

消毒后 ４ ｈ ４１．２８±０．０４∗ ３４．６２±０．３８∗

消毒后 １０ ｈ ４２．２８±０．６４ ∗ ３６．７１±０．２１∗

消毒后 ２４ ｈ ４４．０１±０．７５ ∗ ３５．３３±２．０１∗

　 本表仅是将对照消毒剂和饮用水与与试验消毒剂在同一作用时间进行比较。 肩头带＂ ∗ ＂ ，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反之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ｗｉｔｈ ＂ ∗＂ （Ｐ ＞ ０．０５），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０５）

２．３　 感官除臭效果判定结果　 根据 ５ 位评分员的

感官评分结果，试验消毒剂和对照消毒剂均有一定

的除臭效果，但试验消毒剂明显优于对照组，且
１ ∶ ５００稀释度的试验消毒剂效果最佳，在消毒 ２４ ｈ

后可判定为 ０ 级，１ ∶ １０００ 稀释度的试验消毒剂、百
毒杀组和饮用水组，以及空白对照组，则判定为

１ 级。 所有药物组明显要好于饮水喷雾和空白对照

组，具体见表 ４。

表 ４　 评分员对鸡舍感官评分结果

Ｔａｂ ４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ｎｈｏｕｓｅ

评分人员
Ｒａｔｅｒｓ

试验鸡舍 Ｔｅｓｔ ｈｅｎｈｏｕｓｅ

中药消毒剂（１ ∶ ５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中药消毒剂（１ ∶ １０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百毒杀（１ ∶ ６００）
Ｂａｉｄｕｓｈａ

饮用水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空白对照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第 １ 位 Ｆｉｒｓｔ ８８ ８０ ７３ ６５ ６６

第 ２ 位 Ｓｅｃｏｎｄ ９０ ８４ ７５ ６８ ７０

第 ３ 位 Ｔｈｉｒｄ ８９ ７５ ７３ ７０ ６３

第 ４ 位 Ｆｏｒｔｈ ８５ ７７ ７１ ６４ ６７

第 ５ 位 Ｆｉｆｔｈ ９５ ８０ ７９ ６５ ６７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８９．４ ７９．２ ７４．２ ６６．４ ６６．６

３　 讨论与小结

植物源中药是我国的传统国粹，许多中草药的

活性成分能直接抑制或杀灭病原微生物，诱生干扰

素，改变细菌、真菌细胞膜的通透性，干扰部分病毒

复制所需的酶［１０］。 因此利用我国丰富的中药资

源，积极开发中药消毒剂，将是提升我国兽用消毒

剂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的一次良好契机。
近年来，关于中药消毒剂的研究与应用报道越

来越多。 如胡晓蕙［１１］ 等对一种主要由野菊花、厚
朴、苍术、金银花、牛蒡子、辛夷等制成的水提剂预

防上呼吸道感染进行观察。 结果表明有体外直接

抗 ＣＢＶ３、ＣＢＶ５ 的作用，从而灭活或减少空气中的

病原微生物，可降低上呼吸道感染发病率；王淑

云［１２］等研究的由藿香、艾叶、苍术、石决明、佩兰等

１２ 味药物组成的复方消毒剂，应用结果表明，该消

毒剂对医院手术室、病房、治疗室等场地具有较好

的消毒效果，杀菌率达 ８６．１％，对培养菌株金黄色

葡萄球菌与大肠杆菌的空间和表面消毒，同样具有

较强的杀菌作用。
本次试验设计的中药消毒剂，其主要成分为芦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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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苦楝、麻籽、皂荚、苦参根、大青叶等多种植物中

提取有效成分，其中苦楝、麻籽、苦参根、大青叶等

含有丰富的生物碱和植物多酚等活性成分，能够抑

制细菌和真菌等生物酶合成过程，迅速穿透和崩解

细菌细胞壁，还能干扰某些肠道和呼吸道寄生病毒

的 ＲＮＡ 合成；芦荟和皂荚分别含有芦荟苷和皂苷，

是优良的表面活性去污因子，具有良好的渗透能力

和去污能力。 其水溶液在振摇时能产生大量持久

的蜂窝状泡沫，可以乳化油脂，有效去除污垢，在实

际消毒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防止有机质对其他中草

药消毒效果的破坏。 试验消毒剂按 １ ∶ ５００ 和 １ ∶

１０００ 稀释，进行鸡舍带鸡喷雾消毒，４ ｈ 后对空气

中浮游菌的杀菌率均达到了 ９０％以上，但 １ ∶ ５００

浓度略佳，与对照消毒剂百毒杀疗效相当。 饮用水

喷雾对照组，在喷雾 １ ｈ 后杀菌率为 １２．１７％，可能

是喷雾后的雾滴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包膜，迅速随粉

尘沉降，降低了空气浮游菌数或雾滴本身形成的表

面张力，崩解了少量的浮游菌。

传统观念多数认为消毒剂主要是杀菌消毒效

果［１３］，然而本试验用消毒剂中还含有柑橘果皮和

金钱松根皮等中药，柑橘果皮和金钱松根皮是较好

的去味因子，经雾化后，雾化液滴具有很大的表面

能，能有效地吸附、络合空气中的氨气和硫化氢等

异味分子，同时也能使被吸附的异味分子的立体构

型发生改变，削弱了异味分子中的化合键，使得异

味分子的不稳定性增加，容易与其他分子进行化学

反应，最后生成无味、无毒的有机盐，从而达到异味

净化和降解的目的。 试验证明，中药消毒剂的两个

浓度梯度，在消毒后 ４ 个时间监测点，均对鸡舍内

氨气和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有显著降解作用，而且通

过 ５ 位养殖工人的感官效果判定，确实对鸡舍内有

明显除臭功效，但饮用水对照和百毒杀消毒剂对照

效用不明显，从而也充分说明了中药消毒剂的优

越性。

综合以上试验结果，兼顾实际使用成本，建议

试验设计的中药消毒剂用于鸡场鸡舍的最佳消毒

方法为，用饮用水 １ ∶ ５００ 倍稀释，２００ ｍＬ ／ ｍ２ 的剂

量，带鸡持续喷雾消毒 １０ ｍｉｎ，１ 周 ３ 次，对鸡舍内

环境有较好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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