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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钠消毒剂

对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的杀灭效果

肖克成
’
杜华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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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要
:
近期 来鸡传染性 法氏囊病的发 生有所上 升

,

我们 用 自制 的次氛酸钠 消毒液 对鸡传染性 法氏 囊病病毒

( BI D V )的 杀灭效果进行试验
,

以便寻找一种更好
、

更有效的预防方法
,

预防鸡传染性 法氏囊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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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测 自制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对鸡传染性法

氏囊病病毒 ( I B D V )的杀灭作用
,

特进行 了如下试

验
,

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1
.

1
.

1 惠昌消毒液机
: 北京惠昌科技发展公司提供

。

1
.

1
.

2 病毒
:
鸡传染性法 氏囊病病毒 ( BI D V ) D 78

株
,

本室保存毒株
。

1
.

1
.

3 鸡胚成纤维细胞 ( C E F )
:

按常规方法制备
。

1
.

1
.

4 药品 ; 碘化钾
、

硫代硫酸钠
、

硫酸
、

可溶性淀粉

等
,

均为分析纯或化学纯
,

E一州田M
、

乳白蛋白水解

物
、

犊牛血清均购 自有关试剂公司
。

1
.

2 次氛酸钠消毒液的制备

取食盐 2 4 9
,

溶于 8, 00 0 n U自来水 中
,

充分搅拌溶

解后放人 电解桶
。

按要求接通 电源
,

调整 电流为

23 A
,

通电 2小时后关机
,

静止 10 分钟
,

取样测定有效

氯含量
,

其余放人密闭容器中保存备用
。

1
.

3 有效氮含量的测定

准确吸取待测样品25 耐于25 0 n il 容量瓶中
,

加蒸

馏水至 2 5 Cilnl 摇匀
。

吸取稀释后的液体 2 0 n il 于无菌锥

形瓶中
,

加 s inl o
.

smo F I
.

H ZS 0 4
,

g5 结晶碘化钾
,

搅拌

均匀 (此时溶液呈棕黄色 )
,

阴暗处静置5分钟
。

取

.0 7% N a
热 0

3
·

SH
Z
O 滴定

,

边滴边搅匀
,

待溶液呈淡黄

色时加人 1%可溶性淀粉溶液 5滴此时溶液呈蓝色 )
,

继续滴定到溶液 的蓝色刚刚消褪为止
。

记录所用

.0 7% N a
燕 0

3
·

SH
Z
O 溶液的毫升数

。

按下列公式计算

有效氯含量
。

1
.

4 不 同稀释度次氮酸钠消毒液对 C E F的毒性作

用

将 自制的消毒液做 :1 巧
、
:1 20

、
:1 30

、
:1 60

、
:1 120 稀

释
,

按种鸡胚成纤维细胞 ( C E F ) (每个稀释度接种 4一

6管
,

每管含细胞悬液 l m l )
,

每管 5 0 n U
,

对照组接种

生理盐水 50 闪
。

37 ℃培养 72 小时
,

观察细胞生长情

况
,

判定不同稀释度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对 C E F的毒

性作用
。

1
.

5 不同稀释度次氯酸钠液对BI D v 的杀灭作用

将制备好的消毒液按 1 : 1 5
、
1: 20

、
1 : 3 0

、

1二6 0
、
1 : 12 0

稀释
,

与等量 Zx1 o叮CI D * 的BI D V 混合
,

室温下作用

10
、
2 0

、
3 0分钟后

,

各取 100 闪立即接种鸡胚成纤维细

胞 ( C E F )
,

每组接种 4一 6管细胞培养物 (每管含细胞

悬液 l m l )
,

37 ℃培养 72 小时
,

观察细胞病变
,

记录病

变结果
,

计算次氯酸钠消毒液对 BI D v 的灭活率
。

有效氯含量 =
0

.

7% N气5 20 3
·

S H
ZO溶液量 (刘 )

x 1 0 0 0 0 (P p n 飞
)

所稀释后样品量 (刘 )

2 结果与结论
2

.

1 消毒液有效氯含量的测定

应用惠昌消毒液机
,

按照给定的操作步骤先后

制备消毒液 12 批
,

其有效氯含量均在6, 仪 x卜 6, 4 00 p pm

之间
,

与使用说明书浓度 ( 6, 0 00 p p m )相符
。

2
.

2 不同稀释度消毒液对 CE F的毒性作用

川 s
、

z: 20
、

1 : 3 0
、
z: 6 0

、
1: 2 2 0五个稀释度消毒液

50闪接种 c E F
,

培养7 2小时
,

未见各组与正常对照和

生理盐水对照组存在 区别
,

细胞在 24 小时即长成

75 一 100 %单层
,

72 小时 c E F纤细致密
,

细胞培养液变

酸
。

上述试验重复3次
,

结果相同
,

说明用惠昌消毒液

机制备的次氯酸钠消毒液按 :1 巧稀释后
,

取 50 闪在

1耐的细胞培养液中对 C E F无不 良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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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不同稀释度消毒液对出 D v的杀灭作用

2 x1 0仃C I D *的 I B D V D、
株

,

接种 C E F悬液
,

接种

物在 36 小时出现轻微细胞病变
,

48 小时病变明显
,

72

小时病变为 75 一 10 0%
。

不同稀释度的消毒液与等理

2 x1 0勺 CI D 、 的 BI D V 混合作用 不 同 时 间 后 接 种

C E F
,

72 小时观察细胞病变
。

在建立稳定实验方法的

基础上重复4次
,

结果见表 1一 3
。

小结
按程序操作

,

惠昌消毒液机制备的次氯酸钠消

毒液其有效氯含量均在 6, oo 0P pm以上
。

.3 2 惠昌消毒液机制备的次氯酸钠消毒液 1: 20 稀释

在 10 分钟 内
,

1 :3 O稀释在 20 分钟 内即可 完全杀灭

BI D V 。

表 1 惠昌消毒液机制备的次氮酸钠消毒液对 BJ D v 的杀灭率 ( 10 分钟 )

稀释倍数 有效氛浓度

: 15

: 2 0

:

30

:

印
: 12 0

4X() PPm

3
吻

Pm

2吻 Pm

1X( 丫Pm

5
0PP

m

试验 1

1创男石

1〕男后

6 0%

试验 2

1《】犯么

1(叉) ,石

8口姊

试验 3

1X() ,么

1X() %

6 6 7%

试验 4

10 0 ,石

1峨X玲石

5创石

表2 惠昌消毒液机制备的次抓酸钠消毒液对 BI D v 的杀灭率 ( 20 分钟 )

稀释倍数 有效抓浓度

: 1 5

: 2 0

:

30

:

印

4 X( 沙p m

3的 P Pm

2 X( 丫Pm

1X() P Pm

5加
O幻口

试验 1

1伙男么

1(心%

1X() %

5仍石

试验 2

10( 男6

10 (玲石

1(劝%

月0 %

试验 3

1叨%

1X() %

1(洲)%

50%

试验 4

1《X四石

1X( 玲石

1〕关吃

4 0%

表 3 惠昌消毒液机制备的次氮酸钠消毒液对 BI D v 的杀灭率 ( 30 分钟 )

稀释倍数 有效抓浓度

:
1 5

:

20
:

30

:

60

:1 20

4吻 Pm

3吻 Pm

2X() P Pm

1吻 Pm

5 0P Pm

试验 1

1X(] , 6

1以玲云

1X() %

5供么

试验 2

1 (X吟石

1 (洲) ,吃

1(X冷6

以妈 6

试验 3

1(X) %

1 (X冷 6

1(刃%

4 0%

试验 4

1创关石

1 0口肠

10 0%

5《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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