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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被检空调散热片细菌超标
新京报记者随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专家和家安实验室工作人员，对市民家空调进行取样实验

新京报讯 炎热的夏
天，最舒服的事情，莫过于躲
在家中，开启空调纳凉。然
而，有多少人在享受空调时，
想到要定期对它进行清洗消
毒？否则，空调将吹出看不
见的细菌、真菌，甚至可以在
72小时内，吹霉一碗白米饭。

日前，中国疾控中心、
上海市疾控中心、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对上
海、北京、深圳进行实地家
用空调入户调研发现：88%
的空调散热片细菌总数超
标，84%的空调散热片霉菌
总数超标；空调散热片中检
出细菌超标最高可达 1000
倍以上。

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
分会主任委员张流波介绍，
空调除了吸附大量的灰尘
外，还有螨虫、细菌、真菌等
致病菌。运转时，空调内
部，特别是散热片的细菌、
真菌随出风口喷出，随呼吸
道进入人体，容易导致人体
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患上感
冒、鼻炎、哮喘等呼吸道疾
病。因此，很多空调病不只
是冷热交替造成的，空调里
的污染也是祸源。

家用空调里究竟暗藏
多少污染源？日前，记者随
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
专家和家安实验室工作人
员，一起走进普通住户家，现
场观测、取样，并送入实验室
培养，实验结果令人瞠目。

■ 建议

张流波表示，在关闭电
源、通风的环境下，对准散
热片均匀喷洒，就可以解决
散热片污染问题。清洗后
需要静置一段时间，是为了
让消毒剂充分发挥作用。

为确保消毒产品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建议空调清洗
消毒剂使用具备卫生许可批
件的“卫消字×××××号”产
品。清洗剂的味道经过通
风，很快可以散去，正规消毒
产品的味道对人体无害。

至于空调散热片清洗
的频度，张流波说，春夏换
季时，需要开启空调前，应
该彻底清洗消毒一次；夏
季，空调使用频繁，建议有
条件的家庭，每月清洗一次
空调，可避免空调污染。

此外，张流波介绍，室
外 有 的 污 染 都 会 进 入 室
内。家中尘埃，散热片上面
都会有污染物，一般的空调
不会去除 PM2.5，除了定期
清洁空调，关键还要靠居室
良好的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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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空调应
一月一清洗

实验目的：测试空调是
否会产生污染。

实验过程：取两碗等量
的白米饭，置于壁挂式空调下
的桌子上，其中一碗盖好。关
闭门窗，打开空调。72 小时
后，盖好的米饭只是略有变
色，但敞露于空调下的那碗米
饭，已经长毛，出现大片霉斑。

市民疑问：6月份开空调
前，刚把过滤网用洗洁精和水
刷干净了，为什么还会这样？

专家释疑：中华预防医

学会消毒分会主任委员张流
波介绍，空调使用一段时间
后，外罩、过滤网表面就有沉
积的灰尘和污垢，很容易清
洗。但空调细菌最多聚集的部
位——散热片却常常被忽视。

作为空调冷热交换的核
心部件，散热片除积聚污垢
灰尘外，还会在冷凝水作用
下滋生大量病菌。加上开空
调时，通常会紧闭门窗，空
气不流通，特别是夏天闷热
潮湿，病菌更易滋生。

【实验1】
空调72小时吹霉一碗米饭

实验目的：通过肉眼，观察
空调散热片上藏着多少污垢。

实验过程：选一台使用
了3年多，今年尚未清洗过的
家用壁挂式空调。打开空调
盖，露出的过滤网上，可看到
一层厚厚的灰尘，用棉签和纸
巾取样。卸下过滤网，可看到
青黑色的空调散热片，乍看起
来灰尘不多，但用棉签在散热
片上清刮，可刮出黑灰色的絮
泥状物。用白色纸巾取样，可
看到散热片上附着大量污垢。

市民疑问：黑色絮泥状
的污垢有没有致病菌？

专家释疑：张流波介绍，
专业卫生机构检测发现，家
用空调散热片上藏匿着大量
细菌和真菌，平均的菌落总
数每平方厘米高达 4765 个。
其中致病菌主要包括霉菌、
军团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大
量病菌。空调运转时，散热片
上的致病菌随出风口喷出，进
入人体，易致头晕乏力，甚至患
上感冒、肺炎等呼吸道疾病。

【实验2】
空调散热片藏匿大量细菌

实验目的：比较空调散
热片和过滤网的污染程度。

实验过程：将实验 2 中
收集好的样本放入培养皿，
带入实验室，对样本进行细
菌培养并计数。72 小时后，
实验结果出来了。空调过滤
网上的霉菌总数为每平方厘
米 650 个，细菌总数为每平
方厘米 270 个；散热片上的
霉菌总数每平方厘米为1110
个，细菌总数为3100个。

市民疑问：清洗空调，不

能只洗过滤网吗？
专家释疑：家安家居环

境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张世
新介绍，空调污染尤其是空
调散热片污染——作为夏
季室内最重要的污染源的
认知仍存在很大的缺口，
正成为影响家人健康的隐
形杀手。调查显示，绝大多
数人误以为只要把空调的
过滤网罩清洗一下，就算空调
清洁了。实际上，空调散热片
上藏匿的污染远高于过滤网。

【实验3】
散热片污染远高于过滤网

实验目的：对比空调清
洗前后的污染程度。

实验过程：关闭电源，卸
下过滤网，用清水洗净；对散
热片表面污垢取样。从超市
购买专用的空调清洗剂，均匀
喷洒在散热片上。静置10至
15分钟，安装好空调，打开电
源。此时，可以看到排污管排
出黑色污水。40 分钟后，关
闭空调，重新对散热片取样。

72 小时后，可看到散热
片清洗前的样本，霉菌培养
皿中已经长出大片霉斑，霉

菌含量每平方厘米 2163.04
个；细菌培养皿中，可看到底
部呈浆糊状，其中布满淡黄色
细小颗粒，细菌含量每平方厘
米2599个。清洗后的霉菌和
细菌培养皿基本是透明的，霉
菌含量每平方厘米为9个，细
菌含量每平方厘米40个。

专家释疑：张流波介绍，
因为散热片无法拆下来清
洗，而且由于散热片结构的
特殊性，简单擦拭也无法真
正清洁。建议使用空调消毒
清洗剂进行清洁消毒。

【实验4】
清洗剂喷洒可有效杀菌

实验1中，盖好的一碗米饭，在空调下吹了72小时后，只是略有变色。

没有加盖的一碗米饭，在空调下吹了72小时后，已经长毛发黑，出现大片霉斑。

实验4中，散热片清洗前的样本，霉菌培养皿中长出大片霉斑。

空调清洗后的样本，霉菌培养皿基本上是透明的。

【本实验仅对所选样品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