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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主要透過飛沫及接觸傳染。目

前尚未有針對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的環境消毒劑相關研究，2020 年 3 月 17 日的ㄧ項最新研究顯示，新

型冠狀病毒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在氣膠和環境的穩定度類似：新冠病毒在氣膠中 3 小時後

仍能測得活性，在銅表面則為 4 小時，在塑膠和不鏽鋼表面則為 2 至 3 日[1]。 
有鑒於無論是預防公共場所傳播，或在隔離、檢疫或居家健康管理期間，環境

消毒都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環節之一，且相關新聞報導常只有特定環境消毒劑的

片面資訊，本文特地整理冠狀病毒的相關研究，並參考各國環境消毒指引，提供有

科學根據之實證作法，做為在執行職場或居家環境消毒時的選擇參考。 

冠狀病毒相關之環境消毒實證研究 

冠 狀 病

 

毒

 
家 族

 
冠狀病毒為有套膜單股 RNA 病毒，冠狀病毒科中，包括：人類冠

狀病毒 229E（HCoV-229E, human coronavirus 229E）、鼠冠狀病毒 
(MHV, Murine coronaviru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症候群冠狀病毒、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MERS-CoV,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豬傳染性胃腸炎病毒(TGEV,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犬冠狀病毒(CCV, canine coronavirus)等。過

去環境消毒研究大多以上述冠狀病毒作檢測。 

圖 1、冠狀病毒示意圖(圖片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056) 

乙    醇：濃度最低需 70%以上，且暴露需時至少 1 分鐘；如果是

78%乙醇，則暴露時間縮短至 30 秒仍具有效殺菌力。 

異 丙 醇：濃度 50%要達到有效殺菌力需時 10 分鐘。70%異丙醇度

30 秒就有殺菌效果。 
 次氯酸鈉：濃度 0.05%需時 5 分鐘具有效殺菌力；濃度 0.1%時需要 1

分鐘；濃度 0.21%只需要 30 秒，需注意皮膚刺激毒性；濃

度在 0.01%以下時無足夠殺菌效果。 

雙氧水、甲醛、戊二醛、和優碘藥水。 

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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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學方法消毒時，評估殺菌力的方法主要有懸浮測試（suspension test）
和載體測試（carrier test）兩種，以病毒感染力下降（Reduction of viral infectivity）
比例來評估效果，單位是以十為底的對數值（log10）。美國法規以病毒感染力

下降的對數值至少達到 3 （1,000 分之 1）判定為有效消毒劑[2]，歐盟則需達

到對數值 4（10,000 分之 1）為合格標準[3]。懸浮測試及載體測試的做法法如

下，時間是這兩個測試方式的重要變項： 

消毒劑殺菌力研究方法和結果 

將病毒置於消毒劑
中，以不同時間做
測試。 

懸浮測試 
將病毒接種於物質表
面，再用消毒劑接觸
一段時間。 

載體測試 

圖 2、懸浮測試及載體測試示意圖(圖片來源：https://www.nelsonlabs.com/testing/disinfection-efficacy-studies/、
https://www.viroxylabs.com/microbiological-testing-services/disinfectant-efficacy-testing/en-144762013-a12015/) 

我們將文獻回顧結果的常見消毒劑、測試方式及消毒時間整理如表一，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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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至少需 70%以上才對冠狀病毒具有效殺菌力，且暴露需時

至少 1 分鐘；如果是 78%的乙醇，則暴露時間縮短至 30 秒仍

具有效殺菌力。 
乙 醇 

異 丙 醇 研究資料相對較少，如果希望 30 秒就達到殺菌效果，濃度至少

需要 70%；50%異丙醇要達到有效殺菌力則需時 10 分鐘。 

次 氯 酸 鈉 

濃度 0.05%需時 5 分鐘可使病毒感染力明顯下降，如果希望 1
分鐘就達到有效殺菌力，濃度最低需要 0.1%；相當於台灣坊間

常見的 5%次氯酸鈉漂白水稀釋 100 倍（0.05%）或 50 倍（0.1%），

0.01%以下濃度則無顯著殺菌效果。 

其 他 其他有效成分包括：雙氧水、甲醛、戊二醛、和優碘藥水。 

成 果 

https://www.nelsonlabs.com/testing/disinfection-efficacy-studies/
https://www.viroxylabs.com/microbiological-testing-services/disinfectant-efficacy-testing/en-144762013-a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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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消毒劑的選擇 

新加坡[18]和歐盟疾病預防及管理中心[19]回顧過去研究整理有實證證據之消

毒劑。歐盟指引的適用範圍是醫療機構以外場所，針對新型冠狀病毒之環境清潔，

建議如下： 

 

歐盟消毒劑選用指引 

適用

範圍 
僅適用於醫療機構以外之場所 

建議  先以界面活性劑清洗需消毒之區域，清洗後再使用

消毒劑。 
 優先選用 0.1%（1,000 ppm）次氯酸鈉，操作時需注

意可能的皮膚刺激毒性；若物品表面會被次氯酸鈉

破壞，則考慮使用 70%酒精。 
 當清潔可能被新冠病毒汙染的環境時，建議穿戴口

罩、防護眼鏡或面具、拋棄式長袖防水圍裙、及拋

棄式手套。 
 紡織布料應使用攝氏 90 度的熱水行程及洗衣劑清

洗，如果無法使用熱水行程，洗滌時應添加特定消

毒劑，如漂白水、含次氯酸鈉成分洗衣劑、或特定

織物的消毒產品。 
 個人防護具穿脫之區域也應該使用消毒劑消毒，並

且依廠商指引丟棄。若為可重複穿戴之防護具，可

用 0.1%次氯酸鈉或 70%酒精消毒。 

臺灣市售漂白水之主要成分包括次氯酸鈉或雙氧水，臺灣疾管署建議一般環境： 
家具或廚房，消毒可以用 1：100 的稀釋漂白水（500 ppm），擦拭消毒後的接

觸時間應超過 10 分鐘。 
浴室或馬桶表面消毒可使用 1：10 的稀釋漂白水（5,000 ppm）消毒。 
消毒應該每天一次，並使用當天泡製的漂白水。 

阿中部長~貢厚哩聽~ 

Yes! 

Yes! 

Yes! 

圖 3、衛福部部長示意圖 
(圖片來源：衛服部 X LINE 台灣防疫宣導貼圖 https://store.line.me/officialaccount/event/sticker/17094/zh-Hant) 

https://store.line.me/officialaccount/event/sticker/17094/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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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劑種類 

濃度 測試病毒 時間 去活化能力 文獻 

乙醇（ethanol） 

95% SARS-CoV 30 s ≥ 5.5* [4] 

85% SARS-CoV 30 s ≥ 5.5* [4] 

80% SARS-CoV 30 s ≥ 4.3* [4] 

78% SARS-CoV 30 s ≥ 5.0* [6] 

71% TGEV 1 m 3.5* [7] 

71% MHV 1 m 2.0 [7] 

70% TGEV 1 m 3.2* [7] 

70% MHV 1 m 3.9* [9] 

70% HCoV 1 m > 3.0* [9] 

62% TGEV 1 m 4.0* [7] 

62% MHV 1 m 2.7 [7] 

異丙醇（isopropanol） 

100% SARS-CoV 30 s ≥ 3.3* [6] 

75% SARS-CoV 30 s ≥ 4.0* [5] 

70% SARS-CoV 30 s ≥ 3.3* [6] 

50% CCV, MHV 10 m > 3.7* [8] 

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 

1.0% HCoV 1 m > 3.0* [9] 

0.5% HCoV 1 m > 3.0* [9] 

0.21% MHV 30 s ≥ 4.0* [12] 

0.1% HCoV 1 m > 3.0* [9] 

0.1% SARS-CoV 5 m > 3.0* [13] 

0.06% MHV, TGEV 1 m 0.4-0.6 [7] 

0.05% SARS-CoV 5 m > 3.0* [13] 

0.01% MHV, CCV 10 m 1.1–2.8 [8] 

0.001% MHV, CCV 10 m 0.3–0.9 [8] 

雙氧水（hydrogen peroxide） 

0.5% HCoV 1 m > 4.0* [14] 

 

表 1、各類消毒劑對冠狀病毒之去活化能力(單位 log10） 

消毒劑種類 

濃度 測試病毒 時間 去活化能力 文獻 

葡萄糖酸氯己定（chlorhexidine digluconate） 

0.02% MHV 10 m 0.7–0.8 [11] 

0.02% CCV 10 m 0.3 [11] 

羥基氯苯胺（benzalkonium chloride） 

0.2% HCoV 10 m 0.0 [14] 

0.05% CCV, MHV 10 m > 3.7* [11] 

0.04% HCoV 1 m < 3.0 [9] 

甲醛（formaldehyde） 

1.0% SARS-CoV 2 m > 3.0* [6] 

0.7% SARS-CoV 2 m > 3.0* [6] 

戊二醛（glutaraldehyde） 

2.5% SARS-CoV 5 m > 4.0* [15] 

2.0% HCoV-229E 1 m > 3.0* [9] 

0.5% SARS-CoV 2 m > 4.0* [6] 

鄰苯二甲醛（ortho-phtalaldehyde, Cidex-OPA） 

0.55% MHV 1 m 1.7 [7] 

0.55% TGEV 1 m 2.3 [7] 

普維酮 - 碘（povidone-iodine）(% iodine) 

7.5% MERS-CoV 15 s 4.6* [16] 

4% MERS-CoV 15 s 5.0* [16] 

1% SARS-CoV 1 m > 4.0* [15] 

0.47% SARS-CoV 1 m 3.8* [15] 

0.23% SARS-CoV 1 m > 4.0* [15] 

0.23% SARS-CoV 15 s ≥ 4.4* [17] 

家用清潔劑（含 sodium lauryl ether sulphate, 
alkyl polyglycosides,and coco-fatty acid 

diethanolamide 等成分） 

稀釋 50 倍 SARS-CoV 5 m > 3.0* [13] 

稀釋 100 倍 SARS-CoV 5 m > 3.0* [13] 

*病毒感染力下降達到至少對數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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