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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能有效减少呼吸道传染病人传人

的机会，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缺乏的情况下是否能重复使用是当前公众关注的问题。 文章归纳了国内的口罩种类及重复使用的

观点及消毒方法，分析了现有消毒方法，包括紫外线、阳光、高温及化学消毒法可能存在的利弊。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
公众可以根据所处的地区、自身的健康情况，以及家庭中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的存储量等情况综合考虑是否重复利用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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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宣

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１］。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开始，我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１］。 疫情发生正逢中国农历

春节假期，各地政府均要求市民春节期间不串门、不
聚会并在家自我隔离，如需外出，公众在所有的公共

场所均需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２］。 因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紧急，春节期间人口流动性大，并
且恰逢春节假期期间，绝大部分医用口罩生产厂家

放假，导致医用口罩的产量严重不足，各省市均出

现“一罩难求”的情况。 面临口罩供需矛盾突出的状

况，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的

重复使用”建议，并对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的消毒

提供了各种建议。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科学

防治与管理，本文就现有国内的口罩种类及重复使用

的观点及消毒方法进行归纳，供相关护理人员及公众

参考。

１　 口罩的种类　
口罩是一种卫生用品，对进入肺部的空气有一定

的过滤作用，尤其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时，如流感、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ＲＳ）、中东呼吸综合征（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Ｒ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ＮＣＰ） 等。 有研究指出，佩戴

口罩可使人减少手部接触口鼻机会，从而降低因

接触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３］。 有文献提出，佩戴口罩

是大幅度减少人传人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有效措施

之一［４］。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基

本都有 ３ 层结构，以聚丙烯（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ＰＰ）为主，
简称为 ＳＭＳ 结构：两侧为单层纺粘层无纺布 （ Ｓ：
ｎｏｎ－ｗｏｖｅｎ ｆａｂｒｉｃ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ｕｎｂｏ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中 间

为单层或多层的熔喷层无纺布（Ｍ：ｎｏｎ－ｗｏｖｅｎ ｆａｂｒｉｃ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ｌｔｂｌｏｗ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 ３ 层中最重要的为

中间熔喷层，也是过滤层，因为这层纤维直径较小

并附有静电，能以惯性碰撞 （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拦截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静电吸附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 和

扩散作用（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等合作机制，阻隔空气中的颗

粒或气溶胶（ａｅｒｏｓｏｌ），即飞沫和细菌等。 口罩种类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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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的可能性及消毒方法

２．１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的观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的新

闻发布会上指出，除了工作在高危环境的医护人员，
以及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才需要时刻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防护度更高的 ＫＮ９５ ／ Ｎ９５ 及以上颗粒物防护

口罩等，并根据使用情况及时更换。 对于公众而言，
口罩不必一次一换［１０］。 因此，可否重复使用一次性

使用医用口罩则成为了公众关心的话题。 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重复利用观点见表 ２。
２．２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的消毒方法（见
表 ３）

表 １　 口罩种类

序号 类型［６］ 作用［６］ 推荐人群［２］

１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用于普通环境下的一次性卫生护理，适用于医疗机构的一般 公众在非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使用

　 环境，但国家未对其细菌和颗粒物过滤参数进行界定和规范

２ 医用外科口罩 国家规定其细菌过滤率不小于９５％、颗粒过滤效率不小于 疑似病例、公共交通司乘人员、出租车司机、环卫

　 ３５％，适用于医务人员在诊疗、手术过程中防护血液、体液 　 工人、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等在岗期间佩戴

　 和飞溅物，一般而言可过滤大约 ５ μｍ 的颗粒

３ ＫＮ９５ ／ Ｎ９５ 及以上颗粒 可以有效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适用于防护经空气传播的呼 现场调查、采样和检测人员使用，公众在人员高

　 物防护口罩 　 吸道传染病，阻挡至少 ９５％约 ０．３ μｍ 颗粒 　 度密集场所或密闭公共场所也可佩戴，但建议

　 进行适合性测试（ ｆｉｔｔｅｓｔｉｎｇ）和自我密封检查

　 （ｕｓｅｒ－ｓｅａｌ－ｃｈｅｃｋ） ［７－９］

４ Ｎ９５ 医用防护口罩 具有良好的密合性。符合ＧＢ１９０８３－２００３《医用防护口罩技 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医护人员及确诊患者转移时

　 术要求》标准。 能阻挡经空气传播的直径＜５ μｍ 的感染因 　 佩戴，但建议进行适合性测试和自我密封

　 子或近距离接触经飞沫传播的感染因子 　 检查［７－９］

表 ２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观点及建议

序号 提出国家 ／ 机构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观点 建议

１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 ［１１］ 不能重复使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社区中无呼吸道症状的公众无需使用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可根据当地

　 文化需要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２ 中国

　 内地［１２－１４］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不用每次更换，吃饭或者做其他事 在疫情发源地应该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不是

　 情之后没必要换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在疫情发源地，但只要在密集的公众聚集地，

　 也应该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在家里、人流

　 稀少情况下，如室外球场打球不用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

　 中国香港［１５］ ①吃饭时可以用酒精免洗洗手液消毒双手后，取下口罩 如口罩在医院等高危险且人多的地方使用过不

　 摊平在一张纸巾上，再用另一张纸巾覆盖，饭后消毒 　 能重复使用

　 双手后，提起口罩两边橡皮筋戴回；②口罩与面部之

　 间垫纸巾，减少湿气，延长口罩使用时间，但纸巾注

　 意不能露在口罩外；③如需短暂除下口罩，应先将双

　 手洗干净，然后把口罩向内对折（即接触面部的一边），

　 再放入原先的包装袋内或者信封中，注意过程中不

　 要接触到口罩的内面，然后再洗手

中国台湾［１６］ 如果没有新的口罩补给，每天正常使用后的口罩，可经 如遇到一些不正常状况如遇到大量的飞沫，口罩

　 过口罩复活方法后再使用 　 被水弄湿，进出极高风险的场所（例如病房等）

　 口罩应丢弃，不能重复使用

３ 美国国家科学院［１７］ 在口罩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一次性使用口罩可被同一

　 人重复使用，直至损毁或变湿等，因为患者重复使用

　 口罩未必会增加感染风险

４ 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１７］ 现有医学口罩包括外科口罩，无法被有效清洁，因此使

　 用完即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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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消毒方法

序号 提出机构 ／ 人员 消毒方法 备注

１ 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 ①电吹风机热风处理：以家用保鲜袋包裹，最高 两种方法均没有影响口罩的 ＰＭ２．５ 滤过效果，较高温的

　 教育部 ／ 卫生健康委员 　 ７０ ℃加热 ３０ ｍｉｎ 　 电吹风机热风处理灭活病毒较佳（接近未使用的新

　 会 ／ 医学科学院重点实 ②恒温烘箱干烤：将口罩置于封闭铝制饭盒内， 　 口罩）

　 验室［１２］ 　 ５６ ℃加热 ３０ ｍｉｎ

２ 中国家庭医生杂志健康 ①蒸锅消毒：蒸锅沸腾后，将口罩置于蒸盘上，加 不建议酒精消毒、水洗、高压锅消毒、微波炉消毒、高温

　 医道［１８］ 　 盖熏蒸 ３ ｍｉｎ 取出后，放于洁净干燥敞口容器 　 水煮方式对口罩进行消毒

　 自然晾干

②烤箱消毒：烤箱设定 ７０ ℃，口罩干烤 ３０ ｍｉｎ

③紫外线消毒：使用家用紫外线灯或紫外线消毒

　 碗柜，对口罩进行 ３０ ｍｉｎ 紫外线消毒

３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 ①蒸锅消毒：蒸锅沸腾后，将口罩置于蒸盘上，加

　 病中心［１９］ 　 盖熏蒸 ３ ｍｉｎ，取出后，放于洁净干燥敞口容器

　 自然晾干

②酒精消毒：用 ７５％医用酒精喷洒口罩两面

③紫外线消毒：使用家用紫外线灯照射 １０ ｍｉｎ

４ 香港地区家庭医生［１５，２０］ ①蒸煮消毒：以 １００ ℃高温蒸口罩 建议存在冲突。①蒸口罩会让口罩受潮，损坏内层ＰＰ胶

②紫外线消毒：使用紫外线消毒碗柜消毒口罩， 　 （无纺布）使口罩吸入更多细菌；②家用紫外线灯强度

　 （注意如消毒碗柜为红外线或臭氧消毒不可行） 　 较弱，无法杀灭所有细菌，可能使口罩内微胶粒破碎

③消毒水及阳光消毒：用消毒药水清洗，再于阳 　 损坏口罩；③手洗同样会让口罩受潮；④酒精消毒破

　 光晾晒杀菌后重复使用 　 坏口罩结构，影响使用效果。

④酒精消毒

５ 台湾地区泌尿科专家［１６］ 紫外线灯照射：口罩平放，用紫外线灯照射一面 ①照射以后的口罩放在干净干燥的环境中，静置 ３ ｄ 以

　 ３０ ｍｉｎ，翻过另一面再照射 ３０ ｍｉｎ，如没有医学 　 上口罩可再次使用；②不建议电饭锅蒸汽消毒，会损

　 用的紫外线灯，也可以用烘碗机内的紫外线灯 　 坏口罩内无纺布

６ 复纳电镜显微镜公司［１４］ ①阳光照射：阳光照射时间和方法参考上述紫外 酒精浸泡、蒸、煮后，口罩熔喷层纤维的原始微观结构都

　 线灯消毒法 　 保持完好，纤维直径分布、膨松性等并未发生改变及

②酒精浸泡：７５％酒精浸泡 １ ｈ 　 纤维断裂、腐蚀

③沸水煮：１００ ℃煮 １０ ｍｉｎ

④蒸汽消毒：１００ ℃蒸汽蒸 ７ ｍｉｎ

３　 讨论　
３．１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的评估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设计的初衷是被感染者、医
护人员或者疑似被感染者使用，以降低健康公众被飞

沫传播而感染的风险，所以均是一次性使用［１５］，因医

用口罩制造技术成熟且成本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

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指引是用完即弃［１１，１７］。 表 ２ 显

示，有地区的卫生组织和专家提出重复使用的方法和

其可能性［１２－１６］。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实际

情况，医用口罩供应紧张，很多一线医护人员均缺乏

基本的口罩供应，在非疫情地区，针对低危风险健康

人群、非易感染人群，且未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普通社区公众，可以考虑将使用频

率低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经一定的消毒方法后重

复使用，以减少公众家庭中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的使

用量［１２，１４，１６，１９］。
３．２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的消毒方法

在现有观点中，较可行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

复使用消毒（只针对病毒灭活）方法包括：①紫外线消

毒法；②阳光消毒法；③化学消毒法；④高温消毒法。
３．２．１　 紫外线消毒法和阳光消毒法　 有专家提议使

用紫外线杀菌来重复使用口罩（口罩两面均需照射

１０～３０ ｍｉｎ 或以上） ［１５，１８］，也有提议阳光消毒法（口罩

两面均需照射 ３０ ｍｉｎ 或以上） ［１４］，因阳光也含有紫外

线。 我国台湾学者曾探讨紫外线杀菌的效能，并指出

紫外线波长介于 ２４０ ～ ２８０ ｎｍ，能破坏微生物的 ＤＮＡ
结构，产生杀菌效果［１６］。 这个波长只在太阳光中的 Ｃ
射线（波长 ２３０ ～ ２８０ ｎｍ）出现，但一般 Ｃ 射线几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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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臭氧层吸收，到达地表的辐射量几乎是零。 而太阳

中的 Ａ 射线（波长 ３１５ ～ ４００ ｎｍ，占紫外线的 ９８．９％）
和 Ｂ 射线（波长 ２８０～３１５ ｎｍ，占紫外线的 １．１％）的强

度（＜３ ０００ ｕＷ ／ ｃｍ２）未能有效杀灭微生物，说明阳光

消毒法未必能灭活口罩上的病毒。 家用的紫外线灯

箱一般用 Ｃ 射线的 ＬＥＤ 灯，功率差异极大（目前市场

上的产品能产生功率约 ４ Ｗ～１０ ｍＷ）。 而 Ｃ 射线穿

透力弱，未能确定是否穿透有 ３ 层的口罩材料（包括

其中的褶皱部位） ［２１］。 而且有化学专家指出，家用紫

外线灯功率若过大（没有说明具体功率数值），有可能

破坏口罩外层无纺布的结构［２０］，不能保证重复使用

的口罩过滤能力。
３．２．２　 化学消毒法　 针对化学消毒法（酒精喷洒）是
否适合对口罩消毒存在争议。 酒精喷洒消毒法比较

适用于材料较厚实的 ＫＮ９５ ／ Ｎ９５ 及以上颗粒物防护

口罩，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喷洒 ７５％医用酒精消

毒，如果份量足够，口罩外层的微生物应该已被灭活，
但中层（过滤层）就难以保证。 如果使用大量酒精（例
如浸泡），专家指出过度湿润容易影响口罩的中层静

电吸附效果［１６］，有机溶剂也会损害口罩的中层［１２］。
虽然有研究提出不同观点，即使静电吸附效果消失并

不等于过滤失效，但仍令人担忧口罩的整体防护功

能［１４］。 使用少量口罩实验证明，在 ７５％酒精浸泡

１ ｈ、沸水煮 １０ ｍｉｎ、蒸汽蒸 ７ ｍｉｎ 后，放大 ２ ０００ 倍观

察熔喷层无纺布（剪下一小块并取出中间层）的纤维，
微观结构保持完好，未发现纤维断裂和腐蚀［１４］。 虽

然结果有参考价值，但该实验未检验纺粘层无纺布

（如外层）的纤维结构及整个口罩过滤效率的改变，无
法证实过度湿润是否使口罩受潮［２０］。
３．２．３　 高温消毒法　 高温消毒法分蒸煮、热风及烤箱

等。 因高温蒸煮也会导致过度湿润，影响口罩的中层

静电吸附效果，减弱整个口罩过滤能力，属于不可取

的方法［２０］。 有研究提出，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与

ＳＡＲＳ 病毒同属冠状病毒，有相似的特性，在 ５６ ℃存

活不过 ３０ ｍｉｎ［２２］。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为核糖核酸

（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ＲＮＡ）病毒，同样不耐热，故有专家

提出折中的办法，不以 １００ ℃为消毒，而是以 ５６ ℃以

上持续高温将口罩内外的病毒杀死［１２，１８］。 宋武慧

等［１２］比较了常用的恒温烘箱干烤（５６ ℃ ３０ ｍｉｎ）及

电吹风机热风处理（最高 ７０ ℃ ３０ ｍｉｎ）两种方法对流

行性感冒病毒进行病毒灭活，并以 ＰＭ２．５ 监测仪评价

口罩滤过的效果。 结果显示，两种病毒灭活方法均没

有影响 ＰＭ２．５ 的滤过效果，而较高温的电吹风机热风

处理灭活病毒较佳（接近新口罩一样）。 这可能是首篇

对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有实证的研究，但操作电吹风

机 ３０ ｍｉｎ 比较困难，家用电吹风机的温度差异不保证，

而且吹风有散布病原体危险（专家是用保鲜袋包裹，然
后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 根据宋武慧等［１２］ 发表的论

文结果推论得出，如用恒温烘箱干烤（７０ ℃ ３０ ｍｉｎ，
将口罩直接烤）作测试，结论与电吹风机热风处理一

致。 虽然口罩无纺布等材料（１００％聚丙烯，１０ ｇｓｍ 制

做）是耐热的，但当前市场上的口罩未有清晰标示，有
些可能以聚乙烯（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ＰＥ）作为口罩制作材

料，而其热变形温度为 ７０ ℃ 以上。 所以，保持选用

７０ ℃（不再提升温度）干烤口罩 ３０ ｍｉｎ（需先预热）消
灭病毒应该是保守且可行的方法［１２］。 较低的温度既

可以防止口罩 ３ 层无纺布的结构被破坏［１２］，干烤同

时可以蒸发口罩内外的水份，而 ３０ ｍｉｎ 也足够让整个

口罩提温，达到杀灭新型冠状病毒的目的［１２，１９］。
３．３　 研究的局限性及建议

上述所有的建议均没有实验室测试的数据支持，
例如消毒的时间是否足够、消毒的方法是否已经破坏

口罩的静电过滤层或无纺布等。 虽然有些方法曾用

显微镜作结构检测［１４］，但最理想的质量检定是消毒

后再以细菌过滤效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微
粒大小为 ３ μｍ 如花粉和飞沫）、微粒子过滤效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微粒大小为 ０．１ μｍ 如流

感病毒）或病毒过滤效率（Ｖｉｒｕｓ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微粒大小为 ０．１ ～ ５ μｍ）作重复测定。 笔者只能根据

现有文献及自身专业知识作合理的推论。 本文中所

提及的消毒是针对病毒灭活，并非要杀灭细菌和真菌

孢子（需要用超过 １６０ ℃ 高温及高压才能达到此目

的）。 使用过的口罩上最多的微生物可能是佩戴者自

身口鼻的正常菌群如葡萄球菌，而病毒灭活方法也不

能杀灭它们，所以口罩重复使用只是自用。
４　 小结　

本文对现有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重复使用的观

点及消毒方法进行汇总分析，并根据结果进行讨论，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公众可以根据所处地区

和自身的健康情况，以及家庭中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的存量等情况综合考虑是否重复利用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 公众新型冠状病毒防护并不是只靠口

罩［２３］，而是需要清楚应该使用口罩的场合［２４］ 以及正

确的戴脱方式，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及洗手步骤［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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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ＬＡＭ Ｓ Ｃ，ＬＥＥ Ｊ Ｋ Ｌ，ＬＥＥ Ｌ Ｙ Ｋ，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ｓ：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ｕｓｅｒ－ｓｅａｌ－ｃｈｅｃ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Ｊ］．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２（４）：４０２－４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６ ／ ６５９１５１．

［９］　 ＬＡＭ Ｓ Ｃ，ＬＵＩ Ａ Ｋ，ＬＥＥ Ｌ Ｙ，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ｓｅａｌ ｃｈｅｃｋ ｏｎ ｇｒｏｓｓ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Ｎ９５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ｆａｃｅｐｉｅｃ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ｓ［ 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４４（５）：５７９－５８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ｊｉｃ．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３．

［１０］　 中国财经报．发改委回应口罩紧缺问题！ 钟南山教你这

样节约用口罩［Ｎ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
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５７４９６１７４２７６７６７３０３＆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１１］ 　 ＷＨＯ．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ｓｋ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２０２０）［Ｊ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０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ｔａｉｌ ／
ａｄｖｉｃｅ－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 －ｍａｓｋ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
ｈｏｍｅ－ｃａｒｅ－ａｎｄ－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 ６４ｋ．

［１２］　 宋武慧，潘滨，阚海东，等．安全、便捷技术再生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的实验研究 ［ Ｊ］． 微生物与感染， ２０２０，
１５（１）：２６－３６．

［１３］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对话专家：口罩可以重复使用

吗？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０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７１２８７０１３＿５７８９３０．

［１４］　 复纳科学仪器．一次性口罩能否消毒后重复使用？ 扫描

电镜的实验结果公布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６］．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０２０７ ／ ５２１４６５．
ｓｈｔｍｌ．

［１５］　 浩勤发现．口罩「悭住戴」正确方法［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０２
－０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７００６８６８４＿１２００６８３５３．

［１６］　 ＣＴｇｏｏｄｊｏｂｓ．（防疫有法）唔系蒸口罩！ 台湾名医分析两

个方法重用口罩方法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６］．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ｔｇｏｏｄｊｏｂｓ．ｈｋ ／ ｎｅｗｓ ／防疫有法－唔系蒸口罩－
台湾名医分析两个方法重用口罩方法 ／ ９３８１３４７５４．

［１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６．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ｃｅｍａｓ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ｕ［Ｍ ／ ＯＬ］．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ＤＣ：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１０．
１７２２６ ／ １１６３７．

［１８］　 最钟山． （疫情防控）口罩告急？ 不必一次一换，这样

用，一个顶 ５ 个！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７０１４１４８３＿６８３２９１．

［１９］　 广州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击 ———广州市八医院防治“新型

肺炎”的“第二战场”！ 附赠口罩使用处置方法［ＥＢ／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６］． ｈｔｔｐ：／ ／ ｓｔａｔｉｃ． ｎｆａｐｐ． ｓｏｕｔｈｃｎ． ｃ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００１／ ２８／ ｃ３０３０４３８．ｈｔｍｌ．

［２０］　 李乐欣．（和你抗疫）蒸口罩可吸入更多菌用紫外线会照

碎微胶粒即报销［Ｎ ／ ＯＬ］．苹果日报． ［２０２０－０２－０６］．ｈｔ⁃
ｔｐｓ： ／ ／ ｈｋ． ａｐｐｌｅ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 ２０２００１３１ ／ ＮＺＧＴＱＤＵ⁃
ＨＹＱＷＷＯＹＩＩＺ６ＷＰＫＶＯ６Ｉ４ ／ ．

［２１］　 叶纯宜，林明滢，陈小妮，等．紫外线杀菌效能探讨［ Ｊ］．
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０５，１５（５）：２９３－３００．

［２２］　 ＲＡＢＥＮＡＵ Ｈ Ｆ，ＣＩＮＡＴＬ Ｊ，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 Ｂ，ｅｔ ａｌ．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ＲＳ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Ｊ］．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１９４ （ １ － ２）： １ － 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３０－００４－０２１９－０．

［２３］　 缪晓辉．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个人防护［Ｊ］．微生物与感

染，２０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５．
［２４］ 　 ＣＨＡＮ Ｌ Ｍ，ＬＡＭ Ｍ Ｙ，ＴＯＮＧ Ｋ Ｙ，ｅｔ 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ａｃｅ ｍａｓｋ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ｏｎ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４５（６）：Ｓ１６３－Ｓ１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ａｊｉｃ．２０１７．
０４．２３２．

［２５］　 ＳＵＥＮ Ｌ Ｋ，ＳＯ Ｚ Ｙ，ＹＥＵＮＧ Ｓ Ｋ，ｅｔ 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Ｊ］．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９，１９ （１）：４０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８８９ － ０１９ －
６７０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８；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４）

（本文编辑：刘晓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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