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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考察 Med ilox氧化电位水的稳定性及对手和物体表面消毒的效果。方法: M edilox氧化电位水室

温放置 90 d,期间测定其有效氯含量、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并进行对手和物体表面消毒现场试验。结果:

在 90 d内, M edilox氧化电位水有效氯含量明显降低, pH值也有所下降,氧化还原电位未现下降。其对手及

物体表面的消毒效果良好, 均达 90%以上。结论: M edilox氧化电位水在 90 d内质量均符合企业标准, 但在

存放过程中有效氯含量明显下降,提示 M edilox氧化电位水应注意存放条件和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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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of M edilox electrolyzed oxidizing water and its disinfection effect on

hand and on article surface
HUANG Tao�yang1, ZHAO Shu�jin1, WENG Yan�jun1, DENG Zhao�hu i2 ( 1. Guang zhou Genera lH ospita l o fGuang zhouM ilitary Com�

m and, Guang zhou 510010, Ch ina; 2. Institute fo rD rug Con tro l of Guangzhou M ilitary Comm and, Guangzhou 51001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stability o f electro lyzed ox id izing w ater and its disinfection effect on hand and on article sur�

face. M ethods: E lectro ly zed ox id izing w ater w as stored fo r 90 day s under the room temperature and its e ffectiv e ch lor ine content, pH

va lue and redox potentia l( ORP ) va luew ere measured and d isinfection e ffect on hands and article sur face was tested. R esu lts: Its chlo�

rine content decreased by 36% and pH va lue by 17% , ORP value show ed no sign ifican t changes. The average disinfection effect o f the

electro lyzed ox idizingw ater on hands and on artic le surfacew as over 90% . Conc lusion: The qua lity o f the water dur ing 90 days storage

m eets the qua lity standards , and effective ch lo rine content during sto rage significantly decline, w e suggests that the wa ter should be

sto red in proper conditions and used befo re date of exp iry.

KEY WORDS� e lec tro lyzed ox id izing w ate r; stab ility; d isinfection effec t

� � 氧化电位水 ( e lectrolyzed�ox iding w ater, EOW )

是一种高氧化电位、低浓度有效氯的液体。具有杀

菌、消毒作用
[ 1~ 3]

,可用于医院卫生、农业生产、食品

加工及环境消毒等领域
[ 4~ 7]
。此技术最早由日本发

明,近年来国内不少单位也开展了相关研究
[ 8, 9 ]
。

2007年我们从铂尔公司购入 M edilox氧化电位水发

生器, 生产 M edilox氧化电位水。生产过程无氯气

产生,所生产的氧化电位水具有 pH值近中性, 稳定

性良好 (可放置 90天以上 ) , 对金属腐蚀性弱等特

点。我们拟作为院内制剂进行生产和使用, 为验证

其稳定性和消毒效果,我们开展了一系列试验,下面

是 Med ilox氧化电位水的稳定性及对手和物体表面

消毒效果现场试验研究。

1� 仪器、样品与试剂

InoLab pH Level 1酸度计 (德国 )、碘量瓶 ( 250

mL)等。M ed ilox氧化电位水 3批 ( 080512, 080515,

080520) ;醋酸、10% ( w /v)碘化钾溶液、0�5% ( w /

v)淀粉溶液、硫代硫酸钠滴定液 ( 0. 01mo l/L )、采样

液 (含 0. 3%硫代硫酸钠、1. 0%吐温 80的 PBS溶

液 )、0. 03 mo l/L磷酸盐缓冲液 ( PBS ) ( pH7�2 ~

7�4), 所用试剂为分析纯, 购于广州化学试剂玻璃

仪器批发部。

2� 方法

2. 1� 超氧化水稳定性试验 � 超氧化水在室温情况

下密闭存放,定期测定其主要理化指标的变化,以确

定其稳定性,着重研究有效氯含量、pH值及氧化还

原电位 ( ORP)。

2. 1. 1� pH值 � 按 �中国药典 2005年版二部附录

! H进行测定。

2. 1. 2� ORP的测定 � 用 InoLab pH Level 1酸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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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SL94∀ 1994�氧化还原
电位的测定  测定。

2. 1. 3� 有效氯的测定 � 按碘滴定法。精密量取本

品 50mL, 置碘量瓶中,加碘化钾 1 g,醋酸 5mL,密

塞,暗处放置 5 m in, 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 ( 0. 01

mo l/L )滴定至微黄色, 加淀粉指示液 2 mL,继续滴

定至蓝色恰消失,每 1 mL硫代硫酸钠滴定液 ( 0. 01

mo l/L )相当于 0. 354 6 mg的氯。

2. 1. 4� 考察周期 � 室温密闭保存 0、5、10、20、30、

60、90 d。

2. 2� 超氧化水对手消毒效果现场试验 � 依据卫

生部 �消毒技术规范  2002年版操作: 消毒前将无

菌棉拭子在含 10 mL PBS(磷酸盐缓冲液 )试管中

浸湿,对受试者左手五指屈面指尖至指跟往返涂

擦 2遍,以无菌操作方式将采样端剪入该试管内,

作为阳性对照样本; 然后受试者双手用超氧化水

冲洗 2 m in后,用无菌棉拭子在含 10 mL中和试管

中浸湿,对其右手按同样方法采样,作为试验组样

本; 将两组样液充分振荡, 分别吸取 0. 5 mL样液

接种平皿, 倾注普通琼脂, 将平板置 37 # 温箱培

养, 48 h后观察结果。

2. 3� 超氧化水对物体表面消毒试验 � 依据卫生
部�消毒技术规范  2002年版操作: 在工作台表

面, 用规格板标出 2块面积各为 25 cm
2
的相邻区

域, 消毒前将无菌棉拭子于含 10m l0. 03mo l/LPBS

稀释液试管中沾湿, 对一区域涂抹采样, 横竖往返

各 8次。采样后以无菌操作方式将采样端剪入采

样液试管内, 作为对照组样液。用无菌纱布沾取

消毒剂溶液擦拭另一区域, 消毒作用 15 m in,将无

菌棉拭子于含 10 mL中和剂采样液试管中沾湿,

对消毒区域涂抹采样, 横竖往返各 8次, 采样后以

无菌操作方式将采样端剪入采样液试管内, 作为

消毒组样液。将两组样液充分振荡后, 分别吸取

0. 5mL, 接种平皿, 一式两份, 各组接种平皿后倾

注普通营养琼脂, 冷凝后连同未接种的同次试验

用培养皿平板一起, 置 37 # 培养箱内培养 48 h,

计数活菌数。

3� 结果

3. 1� 主要理化指标的变化 � M ed ilox氧化电位水

在室温条件下存放后, 主要理化指标检测结果如

表 1。

表 1� M ed ilox氧化电位水稳定性试验结果

检测项目 0 d 5 d 10 d 20 d 30 d 60 d 90 d 变化率 (% )

批号 080512

� 有效氯 ( �g /mL ) 74. 21 69. 16 66. 58 62. 21 60. 69 54. 13 51. 50 - 27. 91

� pH值 5. 78 5. 68 5. 27 5. 43 5. 19 5. 08 4. 86 - 15. 40

� ORP 898 876 865 854 830 825 793 - 11. 70

批号 080515

� 有效氯 ( �g /mL ) 93. 28 85. 75 82. 12 79. 33 72. 86 68. 97 63. 90 - 31. 50

� pH值 5. 58 4. 76 4. 42 4. 38 4. 23 4. 15 4. 21 - 24. 55

� ORP 890 881 878 906 889 893 876 - 1. 57

批号 080520

� 有效氯 ( �g /mL ) 78. 17 72. 22 69. 93 68. 18 64. 54 62. 57 56. 87 - 27. 25

� pH值 6. 01 6. 53 5. 78 5. 76 5. 55 5. 21 4. 95 - 17. 64

� ORP 851 860 859 856 904 857 867 + 1. 88

� � 从表 1可以看出, M edilox氧化电位水在室温条

件存放后, 3个批次 Med ilox氧化电位水有效氯含

量、pH 值、氧化还原电位平均变化率分别为

28�89%、19�20%、3�80%。显示有效氯含量明显降
低, pH值有所降低,氧化还原电位降低不明显。检

测数据与厂家提供的质量标准 (有效氯为 50~ 100

�g /mL、pH值为 3�5~ 7�0、氧化还原电位应不低于
800mv)比较,均在合格范围内。

3. 2� M ed ilox氧化电位水对手消毒效果的测试结果

� 以批号为 080512的 M edilox氧化电位水为消毒剂

对手进行消毒现场试验结果见表 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在试验条件下, M ed ilox氧

化电位水存放不同时间, 作用 2 m in,对手上自然菌

的杀灭率各次试验均达 90%以上,且手上残留菌落

数符合 GB19582�1995国家卫生标准。

表 2� M ed ilox氧化电位水对手消毒结果 ( cfu / cm2 )

存放日期 ( d) 样本数 对照组菌落数 试验组菌落数 灭菌率 (% )

0 30 9 552 94 99. 02

30 30 13 615 242 98. 22

60 30 8 764 47. 32 99. 46

90 30 10 312 117. 56 98. 86

注:各次试验阴性对照组均为无菌生长

3. 3� 超氧化水对物体表面消毒效果的测试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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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号为 080512的 Med ilox氧化电位水为消毒剂对

物体表面消毒现场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3� Medilox氧化电位水对物体表面消毒结果 ( cfu /cm2 )

存放日期 (d) 样本数 对照组菌落数 试验组菌落数 灭菌率 (% )

0 30 46 3 93. 91

30 30 138 10 92. 46

60 30 195 11 94. 46

90 30 105 7 93. 51

注:各次试验阴性对照组均为无菌生长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在试验条件下, M ed ilox氧

化电位水存放不同时间, 作用 15 m in, 对物体表面

自然菌的杀灭率各次试验均达 90%以上。

4� 结论与讨论

氧化电位水 ( EOW ) 制备是通过将一定浓度

的 NaC l溶液在特制的电解槽中进行电解, 从阳极

一侧出来的水叫酸性氧化电位水。

EOW的杀菌作用主要取决于氧化还原电位的

高低和有效氯的含量
[ 11 ]

, 而 pH值即能影响氯在

溶液中的形态, 又对皮肤刺激性和金属腐蚀性具

有较大影响。所以氧化还原电位、有效氯含量、pH

值是评价氧化电位水最常用的 3个性能指标。我

们参考厂家提供的试验资料, 确定以氧化还原电

位、有效氯含量、pH值作为 M ed ilox氧化电位水的

评价指标。

检测结果表明, 3批超氧化水于室温条件下,

90 d内有效氯含量、pH值、氧化还原电位均符合

质量标准的要求, 对手及物体表面自然菌的杀灭

率均在 90%以上, 表明在 90 d的观察期内杀菌性

能稳定。

同时从理化指标的检测可以看出, M ed ilox氧

化电位水在存放过程中, 有效氯含量和 pH值下降

较明显,这主要是 EOW 中的次氯酸不稳定, 易分

解, 放出氧气和氯气,从而降低溶液中的氯含量并

引起 pH值改变。提示我们在生产及存放过程中

要控制好条件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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