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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评价戊二醛类、酚类、含氯类常用消毒剂对非洲猪瘟病毒（ＡＳＦＶ）的灭活效果，参考

ＯＩＥ 参考实验室相关操作流程，基于畜禽栏舍、运载工具、器具消毒的目的，根据说明书标明的浓度

范围选择低、中、高 ３ 个工作浓度，在选定工作浓度下将消毒剂与 ＡＳＦＶ 分别在 ４ ℃和 ２０ ℃条件下

作用 ３０ ｍｉｎ，１０ 倍连续稀释后接种猪肺泡巨噬细胞，同时加入猪红细胞，培养观察红细胞吸附现象。
结果显示，这三类消毒剂对ＡＳＦＶ均具有灭活作用，但效果因消毒剂种类和工作浓度不同有所差异。
相同工作浓度的同一消毒剂产品，在 ４ ℃和 ２０ ℃这两种条件下的灭活效果基本一致。 戊二醛类和

酚类消毒剂，在说明书推荐的工作浓度下均可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含氯类消毒剂需在其说明书标明浓

度范围的较高工作浓度时才可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 本研究评价了三类常用消毒剂对 ＡＳＦＶ 的灭活效

果，可为生猪养殖、运输调运、屠宰加工、检验检疫等工作中消毒剂的选择和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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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ＳＦＶ ａｔ ４ ℃ ａｎｄ ２０ ℃ ｆｏｒ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ｌｕｔｅｄ １０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ｅ ｈａｅｍ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ｉ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ｈａ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ＳＦＶ，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ｕ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ａｍｅ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ａｔ ４ ℃ ｏｒ ２０ ℃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ｇｌｕｔａ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ＡＳＦＶ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ＡＳＦＶ ｏｎ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ｏｎ ＡＳＦＶ，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ｗｉｎ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ＡＳＦＶ）感染引起的家猪和野猪的一种急

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农业

农村部发布沈阳沈北新区发生首起非洲猪瘟疫

情［１］至今，非洲猪瘟已蔓延至我国多个省市自治

区，给养猪业及相关行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深

远影响。
ＡＳＦＶ 对高温、腐败、干燥、冻融、超声波和极端

ｐＨ 值等环境条件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但本身作

为囊膜病毒，对消毒剂的抵抗能力较差，常用的消

毒剂均可有效将其灭活［２ － ４］。 我国农业农村部发

布的《感染非洲猪瘟养殖场恢复生产技术指南》、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 （２０２０ 年第二版）、
《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试行版）》等系列

防控文件中，均对用于 ＡＳＦＶ 防控用消毒剂种类和

使用方法进行了推荐。
当前我国生猪产业实践中在使用多种不同类

型、组方及工作浓度的消毒剂产品，对 ＡＳＦＶ 的灭

活效力凾需科学、客观评价。 本研究选择市售常用

的戊二醛类、酚类、含氯类消毒剂，参考 ＯＩＥ 参考实

验室有关操作流程，评价其对 ＡＳＦＶ 的灭活效果，
以期为生猪养殖、运输调运、屠宰加工、检验检疫等

工作中消毒剂的选择和使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消毒剂　 收集市面常见的戊二醛类、酚类、含

氯类消毒剂，其中戊二醛类 ６ 种，商品代号 Ａ１ ～
Ａ６；酚类 ６ 种，商品代号 Ｂ１ ～ Ｂ６；含氯类 ３ 种，商品

代号 Ｃ１ ～ Ｃ３。 消毒剂产品详细信息见表 １，试验时

消毒剂均在有效期内。
１． ２　 病毒　 非洲猪瘟病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ＣＮ２０１８ ／ １ 株，由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

分离鉴定。
１． ３ 　 试剂与耗材 　 ＤＭＥＭ 培养基、胎牛血清为

ＧＩＢＣＯ 公司产品； 细胞瓶及 ９６ 孔细胞板购自

Ｃｏｒｎｉｎｇ公司。
１． ４ 　 猪肺泡巨噬细胞、猪红细胞和血清的制备　
无菌采集健康猪肺脏，向肺脏注入灭菌 ＰＢＳ 灌洗

数次，收集灌洗液，离心收集猪肺泡巨噬细胞，按
５ × １０６ ／ ｍＬ 浓度 １００ μＬ ／孔接种 ９６ 孔板。 次日铺

板，进行测试。 同步无菌采集抗凝血，离心收集血

清，之后将细胞沉淀洗涤 ３ ～ ５ 次，弃去白细胞和血

小板，用 ＰＢＳ 配成 １０％猪红细胞悬液，４ ℃ 保存备用。
１． ５　 消毒剂对细胞状态影响试验 　 依据畜禽栏

舍、运载工具、器具消毒目的，按消毒剂说明书推荐

合理选择高、中、低 ３ 个工作浓度，并将消毒剂原液

制成 １０ 倍工作浓度备用。 将 ０． １ ｍＬ １０ 倍工作浓

度液加入到 ０． ９ ｍＬ 含 １％猪血清的 ＰＢＳ 中充分混

合，混合物分别在 ２０ ℃和 ４ ℃条件下作用 ３０ ｍｉｎ。
阴性对照组，直接取 １ ｍＬ 含 １％ 猪血清的 ＰＢＳ，按
相同条件作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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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消毒剂产品信息表

Ｔａｂ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消毒剂种类 商品代号 说明书主要成分 说明书推荐工作浓度 主要适用范围

戊二醛类

酚类

含氯类

Ａ１ 戊二醛 ２０％ １∶ ８０ ～ １∶ ２００ 稀释

Ａ２ 戊二醛 ２０％ １∶ ４ ～ １∶ １０ 稀释

Ａ３ １００ ｍＬ 含戊二醛 １５ ｇ，苯扎氯铵 １０ ｇ １∶ ８０ ～ １∶ ３００ 稀释

Ａ４ 戊二醛，苯扎氯铵 １∶ ８０ ～ １∶ ３００ 稀释

Ａ５ １００ ｍＬ 含戊二醛 ５ ｇ，癸甲溴铵 ５ ｇ １∶ ５００ ～ １∶ ２０００ 稀释

Ａ６ １００ ｍＬ 含戊二醛 ５ ｇ，癸甲溴铵 ５ ｇ １∶ ５００ ～ １∶ ２０００ 稀释

Ｂ１ 酚，醋酸，十二烷基苯磺酸 １％ ～５％稀释

Ｂ２ 酚 ４１％ ～４９％ ，醋酸 ２２％ ～２６％ １∶ ２００ ～ １∶ ５００ 稀释

Ｂ３ １００ ｍＬ 含邻苯基苯酚 １２ ｇ，对氯间甲酚 １２ ｇ １∶ ２００ ～ １∶ ８００ 稀释

Ｂ４ 酚 ４１％ ～４９％ ，醋酸 ２２％ ～２６％ ，十二烷基苯磺酸 １％ ～５％稀释

Ｂ５ 高沸点煤焦油酚 ４１％ ～４９％ ，醋酸 ２２％ ～２６％ ，十二烷基苯磺酸 １∶ １００ ～ １∶ １０００ 稀释

Ｂ６ 酚 ４１％ ～４９％ ，醋酸 ２２％ ～２６％ ，十二烷基苯磺酸 ０． ３％ ～１． ６％稀释

Ｃ１ 二氯异氰脲酸钠有效氯计 ３０％ １∶ ３００ ～ １∶ ３０００ 稀释

Ｃ２ 二氯异氰脲酸钠有效氯计 ２０％ １∶ ２００ ～ １∶ ２０００ 稀释

Ｃ３ 二氯异氰脲酸钠有效氯计 ４５％ １∶ ２００ ～ １∶ ２０００ 稀释

畜禽栏舍；
运载工具；
器具消毒

　 　 作用结束后，采用含 １％猪血清的 ＰＢＳ 连续 １０
倍稀释上述各组作用后产物至 １０ － ８，每孔 ５０ μＬ 接

种猪肺泡巨噬细胞培养物，同时加入 １％ 猪红细胞

１０ μＬ，每个稀释度（含未稀释作用产物即原液）做
４ 重复孔。 将 ９６ 孔板置于 ３７ ℃ ５％ ＣＯ２条件下培

养 ６ ｄ，观察记录细胞状态。 评估消毒剂对猪肺泡

巨噬细胞和猪红细胞状态影响，用于消毒剂对

ＡＳＦＶ灭活作用试验参照。
１． ６　 消毒剂对非洲猪瘟病毒灭活作用试验　 参考

ＯＩＥ 参考实验室开展的消毒剂对 ＡＳＦＶ 灭活效力评

估操作流程，制定本试验方案。 按 １． ５ 方法，稀释

消毒剂至 １０ 倍工作浓度备用。 测试组，将 ０． １ ｍＬ
１０ 倍工作浓度液和 ０． １ ｍＬ ＡＳＦＶ 培养物加入到

０． ８ ｍＬ 含 １％猪血清的 ＰＢＳ 中充分混合，混合物分

别在 ２０ ℃和 ４ ℃ 条件下作用 ３０ ｍｉｎ。 阳性对照

组，将 ０． １ ｍＬ ＡＳＦＶ 培养物加入到 ０． ９ ｍＬ 含 １％
猪血清的 ＰＢＳ 中充分混合，按相同条件作用处理。
阴性对照组，直接取 １ ｍＬ 含 １％ 猪血清的 ＰＢＳ，按
相同条件作用处理。

作用结束后，用含 １％猪血清的 ＰＢＳ 连续 １０ 倍

稀释各组作用后产物至 １０ － ８，每孔 ５０ μＬ 接种猪肺

泡巨噬细胞培养物，同时加入 １％猪红细胞 １０ μＬ，
每个稀释度（含未稀释作用产物即原液）做 ４ 重复

孔。 将 ９６ 孔板置于 ３７ ℃ ５％ ＣＯ２条件下培养 ６ ｄ，
每天观察、记录并统计各稀释度培养孔中红细胞吸

附（Ｈｅｍ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ＨＡＤ）反应结果；如结果可疑或

无法判定，再次传代后综合判定结果。 重复试验 ２
次，统计消毒剂不同工作浓度下各培养孔中 ＨＡＤ
结果，采用 Ｒｅｅｄ － Ｍｕｅｎｃｈ 法计算半数红细胞吸附

量（ＨＡＤ５０），测定病毒滴度 Ｌｏｇ１０ＨＡＤ５０ ／ ｍＬ。 参照

卫生部颁布的 ２００２ 版《消毒技术规范》 ［５］计算平均

灭活对数值，消毒后平均灭活对数值≥４，判为有效

灭活 ＡＳＦＶ。 平均灭活对数值按如下方法计算：设
阳性对照组平均病毒感染滴度（ＨＡＤ５０）为 Ｎ０，试验

（消毒）组平均病毒感染滴度（ＨＡＤ５０）为 Ｎｘ，平均

灭活对数值 ＝ ｌｏｇ１０ Ｎ０ － ｌｏｇ１０ Ｎ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消毒剂对细胞状态影响试验结果 　 戊二醛

类、酚类、含氯类消毒剂对细胞状态影响结果详见

表 ２。 其中，戊二醛类、酚类消毒剂对细胞状态影响

可见于原液、１０ － １ ～ １０ － ３ 稀释孔中，主要表现为猪

肺泡巨噬细胞和猪红细胞死亡固定（当细胞孔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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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有效成分含量较高时） 与不同程度的破碎、
崩解。 含氯类消毒剂对细胞状态影响相对较小，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仅消毒剂 Ｃ１ 的 １ ∶ ３００、Ｃ２ 的

１∶ ２００、Ｃ３ 的 １∶ ２００ 和１∶ ４００工作浓度的原液孔中，
猪肺泡巨噬细胞和猪红细胞轮廓略显模糊、折光性

下降，状态相对较差，但形态未见明显异常。
表 ２　 消毒剂对细胞状态影响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ｏｎ ｃｅｌｌ ｓｔａｔｅ

消毒剂种类 商品代号 工作浓度
２０ ℃作用 ３０ ｍｉｎ ４ ℃作用 ３０ ｍｉｎ

原液 １０ － １ １０ － ２ １０ － ３ 原液 １０ － １ １０ － ２ １０ － ３

戊二醛类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１∶ ２００ ＋ ＋ ＋ ＋ — ＋ ＋ ＋ ＋ —
１∶ １４０ ＋ ＋ ＋ ＋ — ＋ ＋ ＋ ＋ —
１∶ ８０ ＋ ＋ ＋ ＋ — ＋ ＋ ＋ ＋ —
１∶ １０ ＋ ＋ ＋ ＋ ＋ ＋ ＋ ＋ ＋ ＋ ＋ ＋
１∶ ８ ＋ ＋ ＋ ＋ ＋ ＋ ＋ ＋ ＋ ＋ ＋ ＋
１∶ ４ ＋ ＋ ＋ ＋ ＋ ＋ ＋ ＋ ＋ ＋ ＋ ＋

１∶ ３００ ＋ ＋ ＋ — — ＋ ＋ ＋ — —
１∶ １５０ ＋ ＋ ＋ ＋ — ＋ ＋ ＋ ＋ —
１∶ ８０ ＋ ＋ ＋ ＋ — ＋ ＋ ＋ ＋ —
１∶ ３００ ＋ ＋ ＋ ＋ ＋ ／ － ＋ ＋ ＋ ＋ ＋ ／ －
１∶ １５０ ＋ ＋ ＋ ＋ ＋ ／ － ＋ ＋ ＋ ＋ ＋ ／ －
１∶ ８０ ＋ ＋ ＋ ＋ ＋ ＋ ＋ ＋ ＋ ＋

１∶ ２０００ ＋ ＋ ＋ — ＋ ＋ ＋ —
１∶ １０００ ＋ ＋ ＋ — ＋ ＋ ＋ —
１∶ ５００ ＋ ＋ ＋ — ＋ ＋ ＋ —
１∶ ２０００ ＋ ＋ ＋ ／ － — ＋ ＋ ＋ ／ － —
１∶ １０００ ＋ ＋ ＋ ／ － — ＋ ＋ ＋ ／ － —
１∶ ５００ ＋ ＋ ＋ ／ － — ＋ ＋ ＋ ／ － —

酚类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１％ ＋ ＋ ＋ ＋ ＋ ＋ ＋ ＋ ＋ ＋
２％ ＋ ＋ ＋ ＋ ＋ ＋ ＋ ＋ ＋ ＋
５％ ＋ ＋ ＋ ＋ ＋ ＋ ＋ ＋ ＋ ＋

１∶ ５００ ＋ ＋ — — ＋ ＋ — —
１∶ ３００ ＋ ＋ — — ＋ ＋ — —
１∶ ２００ ＋ ＋ — — ＋ ＋ — —
１∶ ８００ ＋ ＋ ＋ — ＋ ＋ ＋ —
１∶ ４００ ＋ ＋ ＋ — ＋ ＋ ＋ —
１∶ ２００ ＋ ＋ ＋ — ＋ ＋ ＋ —
１％ ＋ ＋ ＋ ＋ — ＋ ＋ ＋ ＋ —
２％ ＋ ＋ ＋ ＋ ＋ ／ － ＋ ＋ ＋ ＋ ＋ ／ －
５％ ＋ ＋ ＋ ＋ ＋ ＋ ＋ ＋ ＋ ＋

１∶ １０００ ＋ ＋ — — ＋ ＋ — —
１∶ ４００ ＋ ＋ — — ＋ ＋ — —
１∶ １００ ＋ ＋ — — ＋ ＋ — —
０． ３％ ＋ ＋ — — ＋ ＋ — —
１％ ＋ ＋ — — ＋ ＋ — —

１． ６％ ＋ ＋ ＋ ＋ ／ － — ＋ ＋ ＋ ＋ ／ － —

含氯类

Ｃ１

Ｃ２

Ｃ３

１∶ ３０００ — — — — — — — —
１∶ １０００ — — — — — — — —
１∶ ３００ ＋ ／ － — — — — — — —
１∶ ２０００ — — — — — — — —
１∶ １０００ — — — — — — — —
１∶ ２００ ＋ ／ － — — — — — — —
１∶ ２０００ — — — — — — — —
１∶ ４００ ＋ ／ － — — — — — — —
１∶ ２００ ＋ ／ － — — — — — — —

　 　 “ ＋ ＋ ”：培养孔中出现细胞死亡，形态固定；“ ＋ ”：培养孔中出现不同程度的细胞破碎、崩解；“ ＋ ／ － ”：培养孔细胞状态相对较差，但形
态未见明显异常；“—”：培养孔细胞状态未见明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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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消毒剂对非洲猪瘟病毒灭活作用试验结果　
阳性对照组培养 ６ ｄ 后发生显著细胞病变，猪肺泡

巨噬细胞大量萎缩、死亡脱落，部分猪肺泡巨噬细

胞聚团且附着大量猪红细胞，经 Ｒｅｅｄ － Ｍｕｅｎｃｈ 法

计算病毒液滴度为 １０７． ２ＨＡＤ５０ ／ ｍＬ。 阴性对照组中

细胞形态无异常，猪肺泡巨噬细胞轮廓清晰，大多

数呈圆形或椭圆形，均匀附着于 ９６ 孔板底，猪红细

胞均匀散落于猪肺泡巨噬细胞间隙中。
消毒剂对 ＡＳＦＶ 灭活检测结果详见表 ３。 ６ 种

戊二醛类消毒剂和 ６ 种酚类消毒剂，在本试验中各

工作浓度下原液及不同稀释度培养孔中均未发现

ＨＡＤ 现象，与阳性对照相比，平均灭活对数为 ７． ２，
表明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 参照消毒剂说明书主要成分

综合分析，戊二醛类消毒剂中，有效成分浓度≥
０． １％的戊二醛 （ Ａ１ 的 １ ∶ ２００ 工作浓度），或≥
０． ０５％戊二醛 ＋ ０． ０３％ 苯扎氯铵（Ａ３ 的 １∶ ３００ 工

作浓度），或≥０． ００２５％ 戊二醛 ＋ ０． ００２５％ 癸甲溴

铵（Ａ５、Ａ６ 的 １ ∶ ２０００ 工作浓度），均可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 酚类消毒剂中，有效成分浓度≥０． １％ 的酚

４１％ ～ ４９％ 、醋酸 ２２％ ～ ２６％ 和十二烷基苯磺酸

（Ｂ５ 的 １∶ １０００ 工作浓度），或≥０． ０１５％ 邻苯基苯

酚 ＋ ０． ０１５％对氯间甲酚（Ｂ３ 的 １∶ ８００ 工作浓度），
均可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 ３ 种含氯类消毒剂（成分二

氯异氰脲酸钠）则需在说明标明浓度范围的较高工

作浓度———Ｃ１ 的 １ ∶ ３００、 Ｃ２ 的 １ ∶ ２００ 及 Ｃ３ 的

１∶ ２００和 １∶ ４００ 才未发现 ＨＡＤ 现象，综合分析有效

成分浓度≥０． １％有效氯时，平均灭活对数为 ７． ２，
表明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
３　 讨论与结论

目前，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置和养殖场日常

防控工作中，主要依靠扑杀和执行高水平的生物安

全措施，使用化学消毒剂杀灭病毒阻断传播，仍是

现阶段非洲猪瘟防控依赖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中所用消毒剂对 ＡＳＦＶ 均有灭活作用，

但灭活效果因消毒剂的种类和工作浓度不同有所

差异。 相同工作浓度的同一消毒剂产品，在 ４ ℃和

２０ ℃这两种条件下的灭活效果基本一致。 戊二醛

类和酚类消毒剂，在说明书推荐的工作浓度下，均

表 ３　 消毒剂对非洲猪瘟病毒灭活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３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ＳＦＶ ｂｙ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

消毒剂
种类

商品
代号

工作
浓度

病毒滴度 ／ （ＨＡＤ５０·ｍＬ － １）

２０ ℃作用 ３０ ｍｉｎ ４ ℃作用 ３０ ｍｉｎ

戊二醛类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１∶ ２００ — —
１∶ １４０ — —
１∶ ８０ — —
１∶ １０ — —
１∶ ８ — —
１∶ ４ — —

１∶ ３００ — —
１∶ １５０ — —
１∶ ８０ — —
１∶ ３００ — —
１∶ １５０ — —
１∶ ８０ — —

１∶ ２０００ — —
１∶ １０００ — —
１∶ ５００ — —
１∶ ２０００ — —
１∶ １０００ — —
１∶ ５００ — —

酚类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１％ — —
２％ — —
５％ — —

１∶ ５００ — —
１∶ ３００ — —
１∶ ２００ — —
１∶ ８００ — —
１∶ ４００ — —
１∶ ２００ — —
１％ — —
２％ — —
５％ — —

１∶ １０００ — —
１∶ ４００ — —
１∶ １００ — —
０． ３％ — —
１％ — —

１． ６％ — —

含氯类

Ｃ１

Ｃ２

Ｃ３

１∶ ３０００ １０６． ８ １０７． １

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５． ４ １０５． ６

１∶ ３００ — —
１∶ ２００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７． ２

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６． ８ １０６． ６

１∶ ２００ — —
１∶ ２０００ １０５． ５ １０５． ５

１∶ ４００ — —
１∶ ２００ — —

　 　 “—”：在原液及系列稀释细胞培养孔中均未出现 ＨＡＤ 现象

可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含氯类消毒剂需在其说明书标

明浓度范围的较高工作浓度时，即有效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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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时，可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
与含氯类消毒剂相比，戊二醛类和酚类消毒剂

对细胞毒性作用更加明显，临场使用保证消毒效果

的同时，应注意控制工作浓度并减少人员暴露。 含

氯类消毒剂毒性相对较小，但消毒效果易受到环境

有机物影响。 Ｓｈｉｒａｉ 等［４］ 研究表明，有效氯浓度为

０． ０３％ ～０． ００７５％的次氯酸钠，即可在细胞水平上

有效灭活 ＡＳＦＶ，平均灭活对数为 ４． ５。 Ｋｒｕｇ 等［６］

研究显示，浓度为 ２０００ ｐｐｍ 次氯酸钠才可有效灭

活木材表面上的 ＡＳＦＶ，平均灭活对数为 ４． ４３，其所

用工作浓度显著高于细胞水平验证浓度。 本研究

测试有效成分为二氯异氰脲酸钠的消毒剂，有效氯

浓度为 ０． １％ 时，可有效灭活细胞培养物中的

ＡＳＦＶ，临场使用时可根据消毒对象性质适当提高

其工作浓度。
本研究从细胞水平上评价了戊二醛类、酚类、

含氯类消毒剂对 ＡＳＦＶ 的灭活效力，结果表明在适

当工作浓度下三类消毒剂均可有效灭活ＡＳＦＶ。 临

场消毒时，除选择适当的消毒剂种类和工作浓度

外，在消毒前进行有效机械清洁，并确保适当作用

温度和时间，方可获得较好消毒效果［７］。 本研究将

为生猪养殖、运输调运、屠宰加工、检验检疫等工作

中的消毒剂选择和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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