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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比较微酸性电解水和化学消毒剂对鸡场环境表面不同种病原微生物的消

毒效果。采用微生物培养和菌落计数方法，分别对鸡舍环境表面进行喷雾消毒。结果表明：

60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其表面残留菌落总数分别为 4.27 

log10CFUg
-1
、3.86 log10CFUg

-1
、3.76 log10CFUg

-1
，达到农业部无公害鸡蛋菌落总数标准，

在相同浓度下，100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鸡蛋表面菌落总数、金黄色葡萄球菌消毒效果显著

高于 ClO2，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沙门氏菌消毒效果显著高于 ClO2（P＜0.05），60mg/L、

80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消毒效果与 ClO2差异不显著（P＞0.05）；在

相同有效氯浓度下，碱性电解水与微酸性电解水组合喷雾消毒效果优于微酸性电解水单独喷

雾消毒；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地面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显著高于

拜洁和百毒杀，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墙壁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霉菌和酵母

除菌率显著高于百毒杀，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饲槽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除菌率显著高于百毒杀（P＜0.05），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拜洁、百毒杀

对集蛋带消毒效果差异不显著（P＞0.05）。微酸性电解水消毒效果与有效氯浓度成正比关系，

微酸性电解水对鸡场环境表面喷雾消毒效果优于或等同于 ClO2、百毒杀和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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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是人畜共患沙门氏菌病的病原，能引起食物中毒，肠炎和败血症，是世界食源

性疾病的主要病原之一，禽和禽产品是人类沙门氏菌病的主要来源。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每年

约有 1700 万例伤寒症，约 60 万人死亡，由非伤寒沙门氏菌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和腹泻病例每

年约有 13 亿，其中有 300 万人死亡。肠炎沙门氏菌（S. Enteritidis）和鼠伤寒沙门氏菌（S. 

typhimurium）是人类沙门氏菌病最常报道的血清型[1-2]。除沙门氏菌，鸡场环境中能引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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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共患的食源性病原还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产单核细胞李氏杆菌等[3]。交

叉污染是许多食源性病原菌爆发的原因，为了降低交叉污染风险，适当的清洗和消毒是切断

病原菌感染途径的重要措施[4]。 

养禽业孵化蛋通常用甲醛或过氧化氢雾化消毒，商品蛋常用碱性洗涤剂和氯溶液清洗、

消毒，以减少蛋壳表面微生物数量，然而甲醛是公认的致癌物，对工人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碱性洗涤剂和氯溶液能损害蛋壳角质层，降低其抵抗微生物入侵的保护机制，当鸡蛋表面污

染大量有机质时，含氯消毒剂消毒能力下降[5]。此外，化学消毒剂如亚硫酸氢钠、二氧化硫、

有机酸、氯化钙、亚氯酸钠、臭氧和氯消毒剂，在生产过程中易出现化学残留，产生致癌、

致畸物质（氯胺类、三卤甲烷、卤乙酸）、高成本、低效力及易形成耐药菌株，影响食品质

量和安全、危害公共健康和经济发展[6]，因此迫切需要开发可替代的消毒剂。  

微酸性电解水（Slightly Acidic Electrolyzed Water, SAEW）是在无隔膜电解槽内电解稀

盐酸溶液或稀 NaCl 和盐酸的混合溶液, 产生 pH 值为 5.0–6.5，有效氯浓度为 10 mg/L -30 

mg/L 的功能水[7-8]。微酸性电解水有效氯形式主要为次氯酸（HOCl），具有低浓度、高杀菌

活性的优点[9]，研究表明电解水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炎沙门氏菌、产单核细胞

李氏杆菌、空肠弯曲杆菌等病原菌有很强杀菌效果[10-11]；与酸性电解水相比，微酸性电解水

无腐蚀性、性质更稳定、更易于储藏、价廉，无 Cl2 释放，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性小，且

电解水使用后还原成水，无污染、无残留，是环境友好的消毒剂，在农业和食品工业有很高

的应用前景[12]。 目前电解水对病原菌的杀菌效果主要集中在实验室悬液试验，但实验室试

验条件通常远离实际应用条件，为了更好的评价消毒剂的实际消毒效果，本试验选择蛋鸡场，

比较研究微酸性电解水和化学消毒剂对鸡舍环境表面喷雾消毒效果，分别比较其在不同环境

表面物体上，对不同种病原微生物的消毒效果，为鸡场环境病原微生物防控及发展绿色健康

养殖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鸡场 

2012 年 6 月 6 日至 2012 年 8 月 12 日，在江西丰城某公司商品代蛋鸡场进行试验。该

鸡场蛋鸡品种为罗曼粉，共有 3 栋育雏育成舍，8 栋产蛋舍，每栋产蛋舍长×宽×高为 92 m

×12 m×6 m，采用全进全出生产模式，单栋饲养量约为 50000 羽/栋。舍内布局为四列五走

道式，每列 35 组 6 层层叠式鸡笼，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集蛋、传送带自动清粪（两



天 1 次），部分产蛋舍采用自动喷雾系统，每周二、四自动喷雾消毒 1 次（16:00）。 

1.1.2 主要试剂及仪器设备 

营养琼脂、结晶紫中性红胆盐琼脂、麦康凯琼脂、甘露醇高盐琼脂、沙氏琼脂、NaCl

分析纯、硫代硫酸钠等均购自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稳定性二氧化氯，百毒杀

（10%癸甲溴铵溶液）、拜洁（20%苯扎氯铵溶液）等；有效氯测定仪（RC-2Z，日本竺原理

化工业株式会社），pH/ORP 计（HM-30R，日本東亜ヂィ一タ一タ一株式会社），生化培养

箱、不锈钢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超洁净工作台，移液枪等；本试验使用的微酸性电解水机

是由北京洲际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设施农业工程重点实验室联合

开发的新型消毒剂设备。 

1.2  试验方法 

1.2.1  微酸性电解水的制备 

根据电解水机说明书操作，以氯化钠为电解质，用自来水配制 10% NaCl 溶液（电解剂），

将电解剂的吸入头完全浸入混合溶液中，调节电流值（8A-15A），制得有效氯浓度分别为

60mg/L、80 mg/L、100 mg/L 的微酸性电解水。 

1.2.2  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试验 

1） 鸡蛋选择及试验设计 

在 45 周龄罗曼粉鸡舍里，随机选择重量为（55±2）g 鸡蛋 108 个，随机分成 12 组：

对照组（未处理组，碱性电解水处理组、灭菌生理盐水处理组）、微酸性电解水处理组

（60mg/L、80 mg/L、100 mg/L）、碱性电解水＋微酸性电解水处理组（60mg/L、80 mg/L、

100 mg/L）、二氧化氯处理组（60mg/L、80 mg/L、100 mg/L）；每组 3 个鸡蛋，每次试验重

复 3 次。 

2）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 

无菌操作，将待试验鸡蛋水平放入灭菌盘子里，分别取 1L 不同种消毒剂装入容量为 1.5L

的手持喷雾器，喷雾消毒鸡蛋 10s（21 mL 溶液），自然干燥 10 min，取样进行微生物分析；  

3）微生物分析 

将未处理组、处理组鸡蛋分别放入盛有 25 mL 生理盐水的灭菌自封袋，混合震荡 1 min，

用无菌镊子移除鸡蛋；再用移液枪吸取 1 mL 混合液置于盛有 9mL 无菌生理盐水试管中，进

行 10 倍梯度稀释，吸取 0.1 mL 稀释液分别均匀涂布于营养琼脂、结晶紫中性红胆盐琼脂、

甘露醇高盐琼脂，37℃培养 24 h-48 h，吸取 0.1 mL 稀释液均匀涂布于沙氏琼脂，25 ℃培养

5d，用菌落计数器进行菌落计数，每组试验重复三次；处理完的鸡蛋敲破，倒出内容物，用



去离子水清洗蛋壳和壳膜，室温干燥，称重，结果表示为 cfu/g(蛋壳＋壳膜) [13]；对数减少

值公式如下：log10 减少值＝未处理组 log10 cfu/g(蛋壳＋壳膜)−处理组 log10 cfu/g(蛋壳＋壳

膜)。 

1.2.3  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人工接种鸡蛋试验 

沙门氏菌人工接种鸡蛋方法参照 Musgrove[14]方法。 

1.2.4  微酸性电解水对鸡舍环境表面消毒试验 

分别用不同浓度微酸性电解水（60 mg/L、80 mg/L、100 mg/L）、拜洁（按照说明书配

制 166 mg/L）百毒杀（按照说明书配制 312 mg/L）喷雾消毒鸡舍地面、墙壁、饲槽、集蛋

带等。在物体表面用 15 cm×15 cm 规格板标定 2 块相邻面积为 225 cm2 的区域，分别供消

毒前、消毒后采样；将无菌棉拭子在 10 mL 生理盐水试管中浸湿，对照区块涂抹采样，以

无菌操作方式将棉拭采样端剪入原稀释液试管内；用手持喷雾器喷雾消毒相邻表面 10s（21 

mL），空气干燥 10 min，无菌棉拭子采样，10 倍连续稀释，分别取 0.1 mL 涂布营养琼脂、

麦康凯琼脂、甘露醇高盐琼脂，37℃培养 24 h-48 h，取 0.1 mL 涂布沙氏琼脂，25 ℃培养

5d，用菌落计数器进行菌落计数，每组试验重复 3 次；表面除菌率公式[3]： 

除菌率%＝100×（消毒前菌落总 cfu/cm2-消毒后菌落总数 cfu/cm2）/消毒前菌落总数 cfu/cm2 

1.2.5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17.0 软件分析处理数据，运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ANOVA）进行统计，采用 LSD 检验进行多重比较和显著性分析，以 P＜0.05 为差异

显著性水平。 

 

2  结果 

2.1  不同种消毒剂喷雾消毒鸡蛋效果 

2.1.1  不同浓度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效果 

60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鸡蛋表面菌落总数分别为 4.27 

log10CFUg-1、3.86 log10CFUg-1、3.76 log10CFUg-1 ，对数减少值分别为 1.39 log10CFUg-1、

1.8 log10CFUg-1、1.9 log10CFUg-1，达到农业部无公害鸡蛋菌落总数标准≤5×104 CFU/g（转

化成对数值为4.69 log10CFUg-1）；鸡蛋表面大肠菌群对数减少值分别为1.5 log10CFUg-1、1.63 

log10CFUg-1、1.79 log10CFUg-1，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数减少值分别为 0.99 log10CFUg-1、1.36 

log10CFUg-1、1.86 log10CFUg-1，霉菌和酵母对数减少值分别为 0.34 log10CFUg-1、0.38 

log10CFUg-1、0.45 log10CFUg-1；微酸性电解水有效氯浓度越高，鸡蛋表面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数对数减少值越高，消毒效果越好，微酸性电解水消毒

效果与有效氯浓度成正比关系。 

2.1.2  碱性电解水和微酸性电解水组合喷雾消毒鸡蛋效果 

碱性电解水分别和 60 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组合喷雾消毒鸡蛋，与

同浓度微酸性电解水单独喷雾消毒相比，鸡蛋表面残留菌落总数分别减少 0.12 

log10CFUg-1、0.29 log10CFUg-1、0.07 log10CFUg-1；大肠菌群分别减少 0.12 log10CFUg-1、

0.12 log10CFUg-1、0.43 log10CFUg-1；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减少 0.91 log10CFUg-1、0.54 

log10CFUg-1 、 0.37 log10CFUg-1 ；霉菌和酵母数分别减少 0.04 log10CFUg-1 、 0.79 

log10CFUg-1、0.77 log10CFUg-1，在相同有效氯浓度下，碱性电解水与微酸性电解水组合

喷雾消毒鸡蛋效果优于微酸性电解水单独喷雾消毒。80mg/L 组合电解水对鸡蛋表面菌落总

数消毒效果显著高于 60mg/L 组合电解水（P＜0.05），与 100 mg/L 组合电解水差异不显著

（P＞0.05）；三种浓度组合电解水对鸡蛋表面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消毒效果差异不

显著（P＞0.05）；80mg/L、100 mg/L 组合电解水对鸡蛋表面霉菌和酵母的消毒效果显著高

于 60 mg/L 组合电解水（P＜0.05），而 80mg/L、100 mg/L 组合电解水之间对霉菌和酵母消

毒效果差异不显著（P＞0.05）。 

2.1.3  ClO2溶液喷雾消毒鸡蛋效果 

60 mg/L ClO2 喷雾消毒鸡蛋，鸡蛋表面菌落总数为 4.92 log10CFUg-1，高于农业部无公

害鸡蛋菌落总数标准（≤4.69 log10CFUg-1），60 mg/L 、80mg/L ClO2 喷雾消毒鸡蛋，鸡蛋

菌落总数达到农业部无公害鸡蛋菌落总数标准；80mg/L、100 mg/L ClO2 对鸡蛋菌落总数消

毒效果显著高于 60 mg/L ClO2（P＜0.05），80 mg/L、100 mg/L ClO2 之间消毒效果差异不显

著（P＞0.05）；三种浓度 ClO2 对鸡蛋表面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消毒效

果差异不显著（P＞0.05）。60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效果与同浓

度 ClO2 相比，鸡蛋表面菌落总数分别减少 0.65 log10CFUg-1、0.26 log10CFUg-1、0.57 

log10CFUg-1，大肠菌群分别减少 0.49 log10CFUg-1、0.03 log10CFUg-1、0.38 log10CFUg-1，

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减少 0.34 log10CFUg-1、0.58 log10CFUg-1、0.91 log10CFUg-1，霉菌和酵

母分别减少 0.3 log10CFUg-1、-0.13 log10CFUg-1、0.14 log10CFUg-1，100mg/L 微酸性电解水

对菌落总数、金黄色葡萄球菌消毒效果显著高于同浓度的 ClO2（P＜0.05），60mg/L、80mg/L

微酸性电解水与 ClO2 差异不显著（P＞0.05），在相同浓度下，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

效果优于或等同于 ClO2溶液。 

 



2.1.4  碱性电解水喷雾清洗鸡蛋效果 

碱性电解水喷雾清洗鸡蛋，鸡蛋表面菌落总数对数减少值为 1.17 log10CFUg-1、大肠菌

群对数减少值为 0.91 log10CFUg-1、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数减少值为 0.94 log10CFUg-1、霉菌和

酵母对数减少值为 0.23 log10CFUg-1；碱性电解水与蒸馏水相比，鸡蛋表面菌落总数减少 0.67 

log10CFUg-1，碱性电解水对鸡蛋菌落总数清洗效果显著高于蒸馏水（P＜0.05），大肠菌群

减少 0.65 log10CFUg-1、金黄色葡萄球菌减少 0.32 log10CFUg-1、霉菌和酵母减少 0.13 

log10CFUg-1，在相同喷雾量下，碱性电解水喷雾清洗鸡蛋效果高于蒸馏水，见表 1。 

表 1  不同种消毒剂喷雾消毒鸡蛋效果 

Table 1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disinfectants spraying eggs 

消毒剂 浓度 

/ mgL-1   

菌 落 总 数

/log10CFUg-1 

大 肠 菌 群

/log10CFUg-1 

金黄色葡萄球

菌/log10CFUg-1 

霉 菌 和 酵 母

/log10CFUg-1 

对照（未处理组） 0 5.66±0.34 5.37±0.42 5.61±0.26 4.37±0.31 

微酸性电解水 60 4.27±0.16cde 3.87±0.27bcd 4.62±0.07ab 4.03±0.45a 

微酸性电解水 80 3.86±0.30defg 3.74±0.36cde 4.25±0.35bc 3.99±0.27a 

微酸性电解水 100 3.76±0.26efg 3.58±0.26de 3.75±0.06cd 3.92±0.27a 

碱性电解水＋ 

微酸性电解水 

60 
4.15±0.27cdef 3.75±0.37cde 3.71±0.18cd 3.99±0.15a 

碱性电解水＋ 

微酸性电解水 

80 
3.57±0.06g 3.62±0.25de 3.58±0.04d 3.2±0.29b 

碱性电解水＋ 

微酸性电解水 

100 
3.69±0.31fg 3.15±0.65e 3.38±0.75d 3.15±0.52b 

ClO2 60 4.92±0.39ab 4.36±0.71bc 4.96±0.28a 4.33±0.26a 

ClO2 80 4.12±0.22cdef 3.77±0.33cde 4.83±0.25ab 3.86±0.30a 

ClO2 100 4.33±0.30cd 3.96±0.05bcd 4.66±0.38ab 4.06±0.26a 

碱性电解水 / 4.49±0.58bc 4.46±0.38ab 4.67±0.58ab 4.14±0.38a 

蒸馏水 0 5.16±0.31a 5.11±0.12a 4.99±0.21a 4.27±0.29a 

注：数据后所标字母相异表示差异显著（P <0.05），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 >0.05） 

Note: Different letter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s（P<0.05）, same letter mean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P>0.05） 

 

2.2  不同种消毒剂对鸡蛋表面沙门氏菌消毒效果 

60 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鸡蛋表面沙门氏菌数分别减

少 1.6 log10CFUg-1、2.2 log10CFUg-1、2.49 log10CFUg-1，微酸性电解水对鸡蛋表面沙门氏菌

消毒效果与有效氯浓度成正比关系，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沙门氏菌消毒效果

显著高于 60 mg/L 微酸性电解水（P＜0.05）；在相同有效氯浓度下，碱性电解水和微酸性电

解水组合对沙门氏菌消毒效果优于微酸性电解水；60 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

水消毒鸡蛋，鸡蛋表面沙门氏菌比同浓度 ClO2分别减少 0.08 log10CFUg-1、0.72 log10CFUg-1、



0.42 log10CFUg-1， 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碱性电解水和微酸性电解水组合，鸡蛋表面沙

门氏菌对数减少值显著高于 ClO2（P＜0.05），在相同浓度下，微酸性电解水对鸡蛋表面沙

门氏菌消毒效果优于 ClO2；碱性电解水喷雾清洗鸡蛋，其表面沙门氏菌比蒸馏水减少 0.22 

log10CFUg-1，碱性电解水对鸡蛋表面沙门氏菌清洗效果优于蒸馏水。 

  

1.未处理组; 2-4.微酸性电解水; 5-7. 碱性电解水＋微酸性电解水; 8-10. ClO2; 11. 碱性电解水; 12. 蒸馏水 

1.control; 2-4. SAEW; 5-7.alkaline followed by SAEW; 8-10. ClO2; 

11. Alkaline Electrolyzed Water;12. deionized water 

图 1 不同种消毒剂对鸡蛋表面沙门氏菌消毒效果 

Fig.1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disinfectants spraying eggs inoculated salmonella 

 

2.3  不同种消毒剂对鸡舍环境表面消毒效果 

2.3.1  微酸性电解水对地面消毒效果 

60 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地面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呈递增趋势，微酸性电解水对地面消毒效果与有效氯浓度呈正比关系；

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菌落总数除菌率显著高于 60 mg/L 微酸性电解水（P＜

0.05），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大肠杆菌除菌率显著高于 60 mg/L、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

（P＜0.05）；312 mg/L 百毒杀对地面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除

菌率显著高于 166 mg/L 拜洁（P＜0.05）；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地面菌落总数

除菌率显著高于百毒杀和拜洁（P＜0.05），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大肠杆菌除菌率显著高

于拜洁（P＜0.05），与百毒杀差异不显著，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霉菌和酵母除菌率显著

高于百毒杀和拜洁（P＜0.05）；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分别比百毒杀高 18.25%、0.16%、5.9%、17.18%，见图 2 A。 

2.3.2  微酸性电解水对墙壁消毒效果 

微酸性电解水随着有效率浓度增加，对地面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

菌和酵母除菌率升高，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墙壁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除菌率

显著高于 60 mg/L 微酸性电解水（P＜0.05），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除菌率差异

不显著（P＞0.05）；拜洁对墙壁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

比百毒杀分别高 14.38%、12.79%、1.69%、20.04%，拜洁对墙壁消毒效果优于百毒杀； 



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墙壁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比

拜洁分别高 4.57%、8.24%、5.34%、7.91%，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墙壁消毒效果优于拜

洁，见图 2B。 

2.3.3  微酸性电解水对饲槽消毒效果 

随着有效率浓度升高，微酸性电解水对饲槽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

菌和酵母除菌率增加，60mg/L、80 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饲槽除菌率差异不显著

（P＞0.05）；拜洁和百毒杀对饲槽除菌率差异不显著（P＞0.05）；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

饲槽除菌率显著高于百毒杀（P＜0.05）；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饲槽菌落总数、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比百毒杀分别高 15.94%、30.78%、11.48%、4.23%，差

异不显著（P＞0.05），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饲槽消毒效果与百毒杀相当，见图 2C。 

2.3.4 微酸性电解水对集蛋带消毒效果 

随着有效率浓度升高，微酸性电解水对集蛋带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霉菌和酵母除菌率增加，微酸性电解水对鸡蛋带消毒效果与有效氯浓度成正比关系；百毒杀

对集蛋带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除菌率比拜洁分别高 1.08 %、0.48 %、4.04 %，

百毒杀对集蛋带消毒效果优于拜洁；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集蛋带菌落总数、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比百毒杀分别高 2.22%、10.35%、5.46%、18.56%，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集蛋带消毒效果优于百毒杀，见图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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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A.地面；B.墙壁；C.饲槽；D. 集蛋带；1-3.微酸性电解水；4.拜洁；5.百毒杀；6.蒸馏水 

A. floor; B. wall; C.feeder; D.egg collecting belt；1-3.SAEW; 4. Benzalkonium Chloride； 

5. Povidone lodine Solution；6. deionized water 

图 2  不同种消毒剂对鸡舍环境表面消毒效果 

Fig.2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disinfectants spraying in the henhouse 

 



3  讨论 

病原微生物能通过蛋壳孔或裂缝渗入蛋壳，杀死发育的胚胎，降低孵化率，及影响雏鸡

质量，雏鸡也能通过污染的蛋壳和孵化设备被感染，感染的雏鸡再将病原菌传给其他生长鸡

群，这些病原菌不但对鸡群健康和生产力有害，而且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Fasenko 等[15]

研究表明种蛋孵化前用酸性电解水喷雾能显著减少蛋壳表面微生物数量，对种蛋角质层结

构，胚胎发育、孵化率及雏鸡质量无影响，说明电解水可用于种蛋卫生消毒。本试验消毒方

式采用喷雾法，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畜牧场，喷雾消毒更易实现，喷雾比浸泡更实用，在

美国，购买的壳蛋要求清洗和消毒，但鸡蛋在清洗和消毒时不允许浸泡。在实用方面，虽然

浸泡消毒方式没有喷雾消毒方式实用，但是浸泡是消毒剂最有效的应用方法[15]。 

本试验 60mg/L-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喷雾消毒鸡蛋，能使鸡蛋表面自然菌落总数减少

1.39-1.9 log10CFUg-1，达到农业部无公害鸡蛋菌落总数标准，鸡蛋表面大肠菌群减少 1.5-1.79 

log10CFUg-1，金黄色葡萄球菌减少 0.99-1.86 log10CFUg-1，霉菌和酵母减少 0.34-0.45 

log10CFUg-1，沙门氏菌减少 1.6-2.49 log10CFUg-1，且碱性电解水与微酸性电解水组合喷雾

消毒效果优于微酸性电解水，这与 Bialka 等研究结果相近，Bialka 等[11]在蛋壳上人工接种

肠炎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不同温度和作用时间下，研究电解水对鸡蛋浸泡消毒效果，结

果表明碱性电解水分别使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对数值减少 1.7 log10cfu/g、3.6 log10cfu/g，酸

性电解水分别使其减少≥2.1 log10cfu/g,、≥2.3 log10cfu/g,，碱性电解水和酸性电解水组合分

别使其减少≥2.1 log10cfu/g,、≥2.3 log10cfu/g，酸性电解水杀菌效果显著好于碱性电解水，

由于碱性电解水能去除鸡蛋上的污物，在鸡蛋清洗过程中仍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说明电解水

有潜力作为新型消毒剂，用于鸡蛋清洗消毒处理。 

鸡舍环境卫生在减少病原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设备清洗和消毒有助于减少病原菌数

量，切断疾病传播途径，防止交叉污染，或使病原菌数量维持低于引起疾病暴发的水平。

Guentzel 等[3]在学校餐厅各种表面及其他公共接触区域，用中性电解水喷雾消毒，结果表明

能减少各种表面 79-100%微生物，说明电解水是一种有效的表面和设备消毒剂。本试验比较

研究微酸性电解水、拜洁、百毒杀对鸡舍环境表面消毒效果，消毒指标为菌落总数、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除菌率，地面消毒，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百毒杀＞

拜洁，除菌率为 38.13-79.68%；墙壁消毒，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拜洁＞百毒杀，除菌率

为 62.3-92.84%；饲槽消毒，80 mg/L 微酸性电解水＞拜洁＞百毒杀，除菌率为 63.52-96.83%；

集蛋带消毒，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百毒杀＞拜洁，除菌率为 65.45-84.48%，结果一方

面表明 80-100 mg/L 微酸性电解水对地面、墙壁、饲槽、集蛋带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霉菌和酵母的消毒效果优于或等同于百毒杀和拜洁，说明 80-100 mg/L 微酸性

电解水可替代百毒杀和拜洁用于鸡舍环境消毒；另一方面说明现场环境表面污染程度、表面

材料、消毒剂种类和浓度、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影响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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