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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注室内空气中生物气溶胶的危害和传播规律，对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室内环境中病原体的传播

以及交叉感染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充分认识生物气溶胶来源、危害及其传播规律，了解室内生物气溶胶的

防控措施以及主要消杀手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 SARS冠状病毒的非光催化消杀技术案例，提出了室内非光催

化消杀材料与高效滤除、紫外、臭氧等其他技术复合形成室内病原体消杀整体方案建议，为传染疾病的预防起

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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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是指固体或液体颗粒物均匀地分散在气体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悬浮体系，其动力学直

径为 1 nm~100 μm。生物气溶胶是含有生物性粒子的气溶胶，包括细菌、病毒以及致敏花粉、霉菌

孢子、蕨类孢子和寄生虫卵等，具有传染性和致敏性。当病人在进行呼吸活动的时候，会产生携

带大量病原体的飞沫。飞沫在空气中悬浮的过程中会失去水分，剩下的蛋白质和病原体组成核，

就形成了生物气溶胶。生物气溶胶可在空气中悬浮较长时间，造成远距离传播。人类大部分活动

都是在室内进行的，由生物气溶胶引发的疾病越来越多。全球约 20%的呼吸道感染疾病是由其引

起的 [1]。曾经肆虐全球的非典病毒 (SARS病毒)就是一种通过气溶胶形式进行传播的典型传染性病

毒 [2]。此后，国内外相继出现了禽流感、甲型和乙型流感和手足口病等通过气溶胶进行传播的传染

性疾病[3]。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研究发现，导致这次

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CoV具有相似性，并且该病毒比 SARS更具传染性 [4]。新型冠状病毒

的主要传播途径包括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而气溶胶传播作为一种可能的传播途径也备受

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中提到：“在相

当密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因此，认识生物气

溶胶来源、危害及其传播规律，有助于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室内环境的传染以及交叉感染风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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