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消毒
·

防腐
·

灭菌
·

编者按 消毒
、

防腐
、

灭 菌不仅在药品制造
、

制剂制备上有重要意义
,
而

且时 医院各科室预防 交叉感染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

因此在医院 防病治病方面

以 及在药局
、

药厂执行 的措施方面都有密切 的关系
。

本栏将陆续介绍 消

毒灭菌的新技术
、

新进展
,

也较 系统而 全面 地谈点消毒剂如戊二醛
、

甲醛
、

环

衷 乙烷等的基本知识
。

戊 二 醛 上

第二军医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 薛广波

戊二醛
,

于  年由 和 首 次 合

成
。

年
,

美国的 等为了寻 找 新

的高效消毒灭菌剂对双醛类化合物进行了筛

选
,

发现乙二醛
、

丙二醛
、

丁二醛
、

戊二醛

和己二醛均有杀芽抱作用
,

其中以戊二醛作

用最强
。

此后
,

国外对戊二醛的杀菌作用及

其影响因素
、

理化性质
、

毒性等方面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
。

发现戊二醛具有广谱
、

高效
、

快速
、

刺激性和腐蚀性小
、

低毒安全
、

稳定

性强
、

使用方便等优点
。

因此
,

国外对戊二

醛的评价很高
,

被誉为继 年代采用甲醛灭

菌和 年代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之后
,

化学消

毒灭菌剂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
。

由于戊二

醛对细菌繁殖体
、

芽胞
、

分枝杆菌
、

真菌和

病毒均有杀灭作用
,

故使用范围比较广泛
。

世界卫生组织肝炎科学小组和一些学者都推

荐将戊二醛用作肝炎病毒污染物品的消毒
。

我国   年研制出了戊二醛溶液
。

试验

证明
,

国产戊二醛与进 口戊二醛具有同样的

杀菌
、

杀芽胞和破坏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作

用
。

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原因
,

我国目前对

戊二醛的使用尚不普遍
。

一
、

理化性质

消毒学上使用的戊二醛是
,

戊二醛

简称戊二醛
,

为一种 碳双 缩 醛 化 合

物
,

分子式为
。 ,

分子量
,

结

构式

护
借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戊二醛具有醛类的典型化学反应性
,

经

加成或缩合反应可形成乙缩醛
、

氰醇
、

厉
、

腺等
,

戊二醛两个活泼的醛基可与蛋白质发

生交联反应
。

市售戊二醛的含量为  ! ∀ 重量 体

积
,

无色或淡黄色的油状液体
,

沸点 为
,

呈中性
,

蒸汽压为
,

挥发性低
,

故气味较小
,

在
。。以上蒸汽中

可挥发
,

但不燃烧
。

可与任何比例的水
、

醇

相混合
,

也可溶于其他有机溶剂
。

戊二醛的

水溶液呈弱酸性
,

在酸 性 条

件下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

在中性水溶液中戊

二醛单体的聚合作用亦较缓慢
,

随 的 升

高
,

聚合速度加快
,

但在 以下
,

酸碱

度对聚合作用影响不大
。

从 开 始
,

随 的升高
,

聚合速度呈指数式增 加
。

在

酸性水溶液中
,

戊二醛单体水化成三种水化

物和一种类乙缩醛聚合体
,

它们之间相互平

衡
。

在 时
,

溶液中存在少量一水化物和

二水化物
,

戊二醛单体为
。

当 温 度 为

时
,

戊二醛单体为  
。

因此
,

在酸性

溶液中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产生更多的 自由醛

基
,

提高了其生物学活性
。

落

一 一



亡

屯

未

在碱性水溶液中
,

戌二醛可以聚合成丁

间醇醛型不饱和多聚体
,

并且随时间的延长

和 的升高可发展成为更高的聚合形 式
。

在碱性水溶液中
,

戊二醛的聚合作用是不可

逆的
,

随着聚合体的增多
,

伴之以效能的减

弱或丧失
。

提高温度
、

和延长存放时间
,

均可导致碱性戊二醛聚合作用的加强
。

二
、

剂型

在酸性条件下戊二醛一般并无杀芽胞作

用
,

只有当加入适当的激活剂
,

例如 碳

酸氢钠
,

使戊二醛水溶液的 调至

之后
,

才表现出强大的杀芽胞作用
。

但戊二

醛一经碱化之后
,

其化学稳定 性 就 急 骤下

降
,

一般在两周后就失去杀菌作用
。

为克服

这一缺点
,

年代以后 国外发展了一种新的

戊二醛杀菌剂一强 化 酸 性
,

一 戊 二醛

国外商品名为
,

即在 普 通戊

二醛内加入一种特殊的非离子型化合物
,

这

样不仅大大提高了戊二醛溶液的稳定性
,

而

且保持了良好的杀菌活性
。

目前国内外使用

的戊二醛消毒剂基本上就是碱性戊二醛和强

化酸性戊二醛两类
。

常用的剂型主要有下述

几种

一 碱性 戊二醛水溶液

在 戊二醛水溶液中加入 碳 酸

氢钠而制成
,

是使用最早和最常用的剂型之

一
。 。

等  !年 对其稳定 性 和 消

毒作用进行了研究
,

发现新配制的 碱性

戊二醛水溶液的平均含量为
,

平均

为
·

, 以后 和含量均随时间 而 逐 渐 降

低
,

但在观察的 周时间内
,

其杀菌仍维持

在原来水平
。

当 降至
,

平均戊二醛含

量降至  时
,

仍能在 分钟时 间 内

杀灭真菌
。

在国外有一种称为 的碱性戊二醛

消毒浪
,

等 观察 医院

现场应用 消毒液作浸泡消毒医疗器械

时
,

消毒浪的戊二醛含量及 变化情况
,

在巧天内观察到的戊二醛含量下降率远远高

于实验室观察的结果
。

在使用过程中戊二醛浓度降低较快的原

因可能是 由于 发生水稀释现象
。

器械

在浸泡消毒之前要用水清洗
、

漂涤
,

不可避

免地会将水带入消毒液内 戊二醛消毒

液的丢失
。

取出浸泡的器械时必然带出一些

消毒液 戊二醛在碱性溶液中形成聚合

物
。

此外
,

消毒器械的种类
、

数量
、

每日使

用周期数及使用技术均有一定的影响
。

二 碱性戊二醛醇溶液

用 异丙醇配成 戊 二 醛
,

再 加

碳酸氢钠
。

等 在最初

的研究中认为醇溶液比水溶液的 杀 菌 效 果

好
,

后来 等  
、

指出碱 性

戊二醛水溶液和异丙 醇溶液杀菌效果相同或

仅有轻微差别
。

故这种剂型不如水溶液使用

广泛
。

三 强 化酸性 戊二醛

戊二醛加  聚氧乙 烯 脂 肪 醇

醚
。

国外商品名称为
,

是较 常 用

的剂型之一
,

据说可连续使用 天
。

和碱性

戊二醛一样
,

该剂型对细菌繁殖体
、

芽胞
、

结核杆菌和病毒等同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
,

且稳定性较强
,

故使用价值较大
。

卜

等 在实际应用中观察了
 

液的杀菌作用及消毒液中戊 二 醛含量

和 的变化
,

并与 液进行了比 较
,

发现在 天内消毒 批医疗器械过程 中
,

戊二醛浓度逐渐降低
,

天时降低
,
。

天时降低  
。

使用过 程中 值 逐 渐 上

升
,

至 天时由原来的 升至
。

液中的戊二醛浓度在 天 内即 由

降到
,

而 液中的戊二醛浓度同

样从 降到 则要 天
,

可见强化酸性

戊二醛浪的稳定性比碱性戊二醛溶液强
。

国产戊二醛是用 乙烯基烷墓醚 与丙烯醛

反应生成乙烷氧基
,

二氢毗喃
,

再 水 解

生成戊二醛
。

水解的方法有三种 不 同 的 工

艺
,

故可生产出三利
,

浓度不同的戊二醛 一

一 一



是盐酸触媒水解
,

脱色过滤后蒸出乙醇而得

戊二醛
,

浓度为 , 二是醋 酸 触媒 水

解
,

脱色过滤后 未蒸出乙醇 而 得 戊 二

醛
,

浓度为 , 三是直接水解
,

无 触

媒
,

脱色过滤后 未蒸出乙醇 而 得 戊 二

醛
,

浓度为
。

王 曾遂等  比

较了上述三种不同工艺产品的杀菌和杀芽胞

作用
,

发现以醋酸触媒水解法生产的戊二醛

效果最好
,

与西德 牌产品 的 杀 菌

杀芽胞及破坏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的作用基本一致
。

在生产方面也以醋酸触媒

水解法工艺流程较简单
。

国产戊二醛使用时可用 碳酸氢 钠

配成 碱性戊二醛
,

亦可加入 国产

聚氧 乙 烯 脂 肪 醇 醚 〔

,
分子式为

,

一 。 ,

〕配成不同浓度

的强化酸性戊二醛
。

夏立人等  的研

究证明
,

国产强化酸性戊二醛亦有很强的抗

微生物作用
。

其杀灭细菌繁殖体和芽胞作用

比碱性戊二醛稍差
,

而破坏 的 作 用

比碱性戊二醛强
。

新配制的 强化酸性戊

二醛 为
,

稳定性比较好
,

在 室 温 下

保存 个月仍保持其杀菌力
。

夏立人等对国

产 强化酸性戊二醛的稳定性与国产

碱性戊二醛
、

进 口碱性戊二醛进行了比

较研究
,

‘

发现在贮存过程中
,

国产强化酸性

戊二醛的浓度比两种碱性戊二醛的浓度下降

速度慢
,

下降幅度较小
,

且 的变化亦 较

小
。

戊二醛在保存过程中随着浓度的降低其

杀菌作用亦减弱
。

夏立人等研究发现
,

国产

强化酸性戊二醛的杀芽胞作用在保存的三周

时间内变化很小
,
而国产和进口 碱 性 戊 二

醛经存放后其杀芽胞作用则大幅度下降
。

定

性试验结果显示
,

保存二周的 国产强化

酸性戊二醛仍能在 分钟内杀灭无保护的及

有 小牛血清保护的蜡样杆菌芽胞
,

而

国产和进口碱性戊二醛保存二周后杀灭同样

的芽胞则需将作用时间延长至 分 钟 或 更

长
。

三
、

对徽生物的杀灭作用

研究证明
,

碱性戊二醛和强化酸性戊二

醛均具有广谱
、

高效和速效的消毒 灭 菌 作

用
。

对细菌繁殖体
、

芽胞
、

病毒
、

结核杆菌
、

真菌等均有很好的杀菌作川
。

一 杀茅胞作用

二十年来
,

对戊二醛的杀芽胞作用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

P
e

p p
e r

等 (1962) 报告
,

用 1 % 戊二醛异丙醇碱性液接触 2 小时
, 日

J

杀灭肉汤中的枯草杆菌芽胞
、

破伤风杆菌芽

胞等
。

B
o r

i
e
k 等 (2964) 根据美国 法 定 农

业化学家协会志(A
ssoeia t元o n o f O f f ie ia l

A g r ie u l tu r a l C h
e m is ts

,

简称A O A C )的

方法进行 2 % 碱性戊二醛水溶液的杀芽胞试

验
,

以瓷质圆筒作为载体
,

每一圆筒上染有

1
.
3 x 10

。

个芽胞
,

实验温度为20
cC 。

在消毒

液配制后的当时
、

2 周
、

4 周
、

6 周
、

8 周

均作试验
,

发现各次试验中均能在 3小时内

杀灭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胞
、

枯 草 杆 菌 芽

胞
、

破伤风杆菌芽胞和产气英膜杆菌芽胞
。

试验期间虽观察到了消毒浓度的降低
,

但在

配制后的 8 周内仍保持杀芽胞效力
。

R
u
b b

o

等 (196了) 用 2 % C id c x液进行 杀 芽 胞试

验
,

发现杀灭下述芽胞的”
.
99 % 所需 时 间

分别为
:
弱腐败杆菌芽胞为10分钟

,

炭疽杆

菌芽胞为20 分钟
,

破伤风杆菌芽 胞 为 30 分

钟
。

B
o u e

h
e r

等 (1974) 用 A O A C 的试验方

法测定了碱性戊二醛和强化酸性戊二醛在各

种温度下不同接触时间的杀菌作用
,

结果如

表 1 。

王曾遂等 (1979 ) 用定性试验测定了国

产碱性戍二醛的杀芽胞作用
,

并与进 口碱性

戊二醛
、

新洁尔灭
、

器械消毒液 (配方为
:

2 克苯酚
、

1 克亚硝酸 钠
、

2 6

.

6 m l甘油
、

27

m 1 9 5
% 乙醇

,

水加至 100m l) 的杀芽胞作用

进行 了比较
,

发现进 口和国产戊三醛的杀芽

胞作用一致
,

两者对蜡样杆菌 芽 胞 (代 号

户

月卜

东

一60一



的十分钟临界杀菌浓度均为 0
.
5 %

。

1
% 的闲产和进口碱性戊二醛均可在 1分钟

内完全杀灭蜡样杆菌芽胞
,

而 1 编用水配制

的新洁尔灭
、

1
%

。

用 P B’S 配制的新洁尔灭和

器械消毒液作川120分钟仍未表现出杀 芽 胞

作用 (表 2 )
。

聋
裹 1 两 种 戊 二 醛 消 毒液 的杀 芽胞 作 用

杀率菌%
消 毒 液 消毒时间

(分) P H

温 度

(℃)

枯 草杆菌芽胞 校状杆菌芽胞

回形载体 菌环 国形载体 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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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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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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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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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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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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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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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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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戊

性醛酸七一一强戊

奄

8
。

5

8

.

2

8

.

3

3

.

3

3

.

5

3

.

4

1
1

/

3 0

5
/

3 0

0
/

3 0

0
/

5
8

0
/

3 0

0
/

3
0

1

/

3 0

0
/

3 0

0
/

3 0

3
/

5
9

0
/

3 0

0
/

3 0

裹 2 1 % 碱 性 戊 二 醛 的 杀 芽胞 作 用

消 毒 剂 不 同 作 用 时 间 (分) 的 试 验 结 果

涛

1 5 15 30 60 120

1 % 国产碱性戊二醛 0 0 0 0

1 % 进 口碱性戊二醛 0 0 0 0

1 %0 新洁 尔灭 (用P B S 配制)
· · · · · · · · ·

一

45

4 5 朽

1 %
。
新洁 尔灭 (用水配制 )

· · · · · · · · ·
一

45 45 45

器械消毒液
· · ·

… … 45 45 45

生理盐水 (对照)
· ··

… … 45 45 45

注 : 本表为三次试验的结 果
,

表内数字为45 管中的阳性管数 ;每管蜡样杆菌茅胞数 为10
7
/m l

。

夏立人等 (1979 ) 测定了国产碱性戊二 钟内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
、

耐青霉素的金黄

醛和强化酸性戊二醛对蜡样杆菌芽胞的杀灭

作用
,

计算出的单个芽胞平均存活时间为
:

O
·

3 5
% 碱性戊二醛 7 分 钟

,
o

·

3 5
% 强 化 酸

性戊二醛为9
.
5分钟; 对蜡样杆菌芽胞 的 十

分钟临界杀菌浓度为
:
碱性戊二醛。

·

5

%

,

强化酸性戊二醛 1 %
。

(二) 对一般细菌繁殖体的杀灭作用

B o rie k等 (1964) 测定了 2 % 碱 性 戌

二醛水溶液的杀菌作用
,

发现新鲜配制的消

毒液和放置 2 周
、

4 周的消毒液均能在 1分

色葡萄球菌
、

化脓性链球菌
、

肺炎双球菌
、

大肠杆菌
、

绿脓杆菌
、

普通变形杆菌和肺炎

杆菌
。

M

a s
f
e r r e r

等 (1977) 对碱性戊二醛

消毒液C id
ex和酸性戊二醛 S

on aeid e 消 毒

液对绿脓杆菌的消毒作用进行了比较
,

两者

的最小有效浓度均为0
.
5% ; 用A O A C 的方

法将一些从临床材料中分离的绿脓杆菌污染

于圆筒载体
,

消毒10 分钟
,

求得的两种消毒

液不同浓度的消毒作用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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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So naeide 和 C id e x 对绿脓杆菌的消毒作用

戊二醛 浓度 (% )

药 物 0
.
05 0

.
10 0

.
2 0 0

.
30 0

.
40 0

.
5 0 0

.
60 0

.
7 5 1 .0 才

气

:

nUnU八U�11甘,上咭.二�
U
八U

:

八U八
U

�
U
�fl甘

‘.火,土八U
n
�

:

n
甘八U八U八U

11‘.1
S

o n a e
i d

e 液

C id e x 液 90
.
0 9 0

.
0 95

.
0 97

.
5 95

10 0
。

1
0 0

。

石: 表内数字为试验载体平均阴性率 (% )

B ouch er (1974) 在一篇综述中介绍T

强化酸性 1
,

5 戊二醛对细菌繁殖体的杀灭

作用
。

试验在20 ℃和60 ℃条件下进行
,

采用

A O A C 的稀释试验
,

试验菌株为金黄色葡萄

球菌A T C C 6538
、

绿脓杆菌A T T C 15442
、

猪霍乱沙门氏菌A T C C 10 20 8
,

结果在室 温

下不到10 分钟所有试验菌株均被杀灭
,

而在

60 ℃ 5 分钟内即可将其杀灭
。

作 者 比 较 了

2 % 强化酸性戊二醛液和 2 % 碱性戊二醛液

对细菌繁殖体的作用
,

在马血清存在的情况

下
,

于室温下测定了两种药物对10 株细菌生

长的抑制作用
。

结果发现两种药 物 同样 有

效
,

对有些菌株强化酸性戊二醛的作用快于

碱性戊二醛
。

关于国产戊二醛对细菌繁殖体的杀灭作

用
,

夏立人等用定量试验作了测 定
,

结 果

0
.
02 % 的碱性戊二醛2

.
5分钟

,
0

.

02 % 强 化

酸性戊二醛作用 5 分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杀灭率可达到99
.
99 % 以上

,

当作用时 间 延

长至40 分钟时杀菌率均达到10 0%
,

两 药 无

显著差别
。

作者进而测定了国产 碱 性 戊 二

醛
、

强化酸性戊二醛对几种细菌的十分钟临

界杀菌度
,

并与进口戊二醛作了比较
,

发现细

菌对三种药物的敏感度顺序是一致的
:
革兰

氏阴性菌(大肠杆菌
、

绿脓杆菌)比革兰氏阳

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更为敏感 (表 4 )
。

蓄

裹 4 戊二咬对三种细菌的十分钟临界杀菌浓度 (% ) 东

药 物 名 大 肠 脓 杆 菌 金 荀 菌

国产强化酸性戊二醛 0
.
0125

国 产 城 性 戊 二 醛 0
.
00 3 12 5

0
。

0 0 6 2 5

0

.

0 0 3 1 2 5

.

0 2 5

。

1 2 5

进 口 城 性 戊 二 醛 0
.
0 0 15 625 0

.
0 00156 25 0 25

(三) 对分枝杆菌的杀灭作用

结核分枝杆菌对一般化学灭菌剂的抵抗

力比芽胞弱
,

但比一般细菌繁殖体强
。

文献

报道
,

用 A O A C 杀结核杆菌试验测定
,

发现

2 % 碱性戊二醛能在10 分钟内杀灭牛型结核

分枝杆菌
。

B
o r

i
e
k 等 (1964) 以人型 结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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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御

杆菌]。0 0仓个/
Inl

,

在30 ℃下暴露 于 2 % 碱

性戊二醛 10 分钟
,

取得 了满意的消毒效果
。

然而后来有些研究者未能证实戊二醛这样快

速的杀灭结核杆菌的作用
。

例如有人用瓷圆

柱载体进行 的试验证明
,

在20 ℃条件下
,

全

部杀灭结核杆菌需要的时间
,

强化酸性戊二

醛为 15 分钟
,

碱性戊二醛为30 分钟以上
。

这

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实验材料
、

实验

条件和实验方法上的差异造成 的
。

C ol l i
n s

等 (1976) 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戊二醛对分枝

杆菌的杀灭作用
。

结果发现 1 % 碱性戊二醛

溶液作用 2 分钟能灭活 99
.
9 % 以上的结核杆

菌
,

而酸性戊二醛达到同样的灭菌水平需要

的时间要长 2倍
。

用 1 % 碱性戊二醛溶液作

了灭活不同种类分枝杆菌的试验
:
将 10

。

一

10
7
活分枝杆菌悬于0

.
5 % 吐温盐 水 中

,

于

18 ℃下暴露 5 分钟
,

发现 9 种分枝杆菌于 2

分钟后均至少有90 % 死亡
。

( 四) 杀病毒作用

K lein等(1963)用四种R N A 病 毒 和 三

种D N A 病毒作为代表病毒株
,

对10 种 化 学

消毒剂的杀病毒作用进行了研究
。

发 现 戊

二醛有很强的杀病毒能力
,

推荐的 2 % 戊二

醛作用 1 分钟能杀灭所有试验病毒
,

对亲水

病毒和疏水病毒均有杀灭作用
。

戊二醛对几

种病毒的10 分钟最低灭活浓度分别为
:
脊髓

灰质炎病毒 1型
,

2
%

; 柯萨奇病 毒B一 1

型
,

1 %
, E C H O 病毒 6型

,

1
%

; 腺病毒

2型
,

O

·

0
2

%

, 单纯疤疹病毒
,

0

.

0 2
%

, 牛痘

病毒
,
。

·

02 %

,流感病毒 (亚洲株)
,

0

.

02 %

。

K l

e
i
n

( 1 9 7 3 ) 研究了 2 % 强化酸性 戊

二醛的杀病毒作用
,

结果发现在20 ℃温度下
,

作用 10 分钟
,

可灭活甲型流感病毒 A
: ,

单

纯 疙 疹 病 毒
,

新城鸡瘟病 毒 (N
ew castl e

disease virus) 和 E C H O 病毒25型
。

其中

E C H O 病毒25 型是一大组病毒 (包 括 引 起

感冒的常见病毒) 的代表株
,

它对一些已知

的较好的杀菌剂
,

例如酚类和季铁盐类消毒

剂是有抗药性的
。

关于戊二醛对肝炎病毒的灭活作用研究

很少
。

王曾遂
、

夏立人等 (1979) 以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 (H B sA g) 为指标
,

比较 了 儿

种消毒剂对其破坏作用
。

结果发现 2 % 国产

戊二醛和进口 戊二醛均能在15 分钟内显著地

破坏H B
sA g ,

反向间接血凝试验滴度 的 倒

数 (以 2 为底) 由原来的 11
.
3分别降至O

·

67

和1
·

0

。

国产和进口戊二醛溶液作用 15 分 钟

的消毒效率分别为”
·

94
和99

·

90 %

,

作用30

分钟可将H B
sA g完全破坏

。

经方 差分 析国

产和进 口戊二醛在对H B
sA g的破坏 上没 有

显著差另11 (F
= 0
.
39 22 ,

P > 0

.

0 5 )

。

而 1编

新洁尔灭和
“器械消毒液

” 虽经接触60 分钟

也只能 部分破坏H B
sA g ,

碱 性 戊亘二 醛 无

论在对H B
sA g的破坏程度上还是所 需 时 间

上显著优于新洁尔灭和器械 消 毒 液 ( F “

2
·

9
0

6

,
P < o

·

0 1
)

。

国产碱性戊二 醛
、

强

化酸性戊二醛和进 口碱性戊二醛 对 H B
sA g

破坏的 10 分钟临界浓度分别为 2 %
、

0

.

75 %

和 2 %
。

对 1 % 国产强化酸性戊二醛和 1 %

碱性戊二醛破坏H B sA g作用比较研究发现
,

l
% 强化酸性戊二醛作用 10 分钟可完全破坏

H B sA g的抗原性
,

而 1 % 碱性戊二醛 即 使

作用 30分钟亦不能完全破坏H B
sA g的 抗 原

性
。

这可能是由于强化剂0
.
25 % 聚氧乙烯脂

肪醇醚本身对H B
sA g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

加

强了强化酸性戊二醛的作用
。

( 五) 杀真菌作 用

戊二醛对致病性真菌有较强 的 杀 灭 作

用
。

由于不同菌株的抵抗力各异
,

故杀菌作

用需要的时间也不等
。

一般来说需要 5 ~ 30

分钟
。

B
o r

ic k 等以 2 % 碱性戊二醛 溶 液 杀

灭趾间毛癣菌
,

仅需< 0
.
05 分钟

。

有人试验

了 2 % 强化酸性戊二醛溶液的杀 真 菌 作 用

(试验菌株为T
rich oph to n m en tagroph y

-

tes A T C C 9533株)
,

在60℃下作用 5 分钟

或20℃下作用 10 分钟
,

证明具有 杀 真 菌 作

用
。

( 未完待续)

一63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