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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塑料抗菌测试 织物抗菌性能评价测试  

塑料自从发明以来，因其性能优异，加工方便，投资少，能耗低，适于批量生产，已被广泛地用于工业
、农业、建筑、交通、通讯、医疗、生活等各个领域。塑料的抗菌性能是检测其抗菌性能的一个重要方
法。本文从抗菌塑料的研制与应用出发，详细介绍了塑料的抗菌性试验。

抗菌塑料的性质及其发展和应用

塑料材料大多为高分子材料，在其生产制造过程中，往往会添加一些化学添加剂或助剂来改善其性能。

抗菌塑料是通过向塑料中加入抗菌剂，从而达到对塑料自身的抗菌性，并能在一段时期内杀死或抑制塑

料上的微生物。抗菌塑料应具备作为基础材料的物理、化学、机械加工等特性，并具有高效、广谱、长

效的抗菌性，不仅能够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且能够达到无毒、无异味、对环境无害的要求。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和自身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常用材料的抗菌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

除用于食品包装之外，抗菌塑料也被广泛地用于个人卫生、卫浴设施、机械设备、医药、环保产品、普



通消费品等。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汽车业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人体健康的重视

程度也越来越高，对室内、车内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专家预计，下-

一阶段的抗菌性塑料将以抗菌性建筑材料、室内装修材料为主。

塑料抗菌性检测的检测方法

抗菌性是一种主要的抗菌性指标。要用科学的方法对细菌进行客观地评估，首先要了解微生物的生长，

从微生物角度讲，微生物的抑制作用可以分为杀菌、杀菌、抗菌等。

杀菌：在一个对象内，杀死所有的细菌，包括细菌和非细菌的繁殖和繁殖，称为杀菌。

灭菌：消灭病菌的方式或功能称为灭菌。

抑菌：一种阻止或限制微生物的生长的方式或行为称为抗菌或防腐。在高浓度或长期使用的抑菌药物中

，具有杀菌和抑制的功能，这就是所谓的抗菌效果。

抗菌塑料的抗菌性试验应依据其亲疏水性、抗菌剂（主要包括抗菌、抗菌、霉菌）的溶解特性、抗菌物

质的外部形态等进行研究和应用。

塑料抗菌性检测的方法主要分以下几类：

1、抗细菌检测方法

1）抑菌圈法



抑菌圈法是一种利用生物学上的抑制试验对其进行定性判断的方法。该方法简单、快捷，但不能得到定

量的结果，因此在很早以前就被用于研究抗微生物材料的抗菌性。由于各种抗菌材料的可比性差，有的

抗菌材料没有形成显著的抗菌圈，因此用这种方法进行抗菌材料的抗菌性能研究存在一些问题。

2）贴膜法

薄膜法是一种定量检测抗菌塑料的抗菌性能的方法，它是最贴近实际的检测方法。该方法反映了塑料的

接触抑菌机理，能更客观地反映其抗菌性。

涂膜法是将细菌与试样接触，经过一段时间的覆盖后，再进行活体培养。将试验与空白试样平行试验的

结果进行对比，得到抗菌率。抗菌率=（在空白试样上菌数-

抗菌试验上的菌数）/空白试样上菌数×100%。

该方法适合于塑料、橡胶、陶瓷等的表面光滑的检测，而不适合于具有凹凸不平的泡沫产品和纤维类的

吸水性产品。

3）浸渍培养法

本发明采用无膜培养法，将菌液均匀地浸泡在试验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用平板计数法测定细菌的

数量，并与没有使用抗生素的试样进行对比，得出其抗菌率。主要用于各种纤维、泡沫等，对各种物料

的培养期也有一定的影响。

4）振荡法

振动法也叫摇瓶法，是一种动态的表现力测定方法。该方法是将试样浸入一定浓度的菌液中，通过连续



振动，按时间计数，确定其抗菌率。本方法主要用于测定抗菌纺织品的表面抑菌性。该方法具有快速、

快速、快速的特点，但因强振动，菌液容易产生气泡，从而影响了细菌的检测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纺

织工业标准 FZ/T01021-92，原国家纺织总局颁布了《织物抗菌性能试验方法》。

5）接触法或包埋法

该方法是将试样与混合了菌液的培养基直接接触或埋入，经过不同的培养周期，观察试样内外的微生物

生长状况以及试样的腐蚀状况。该方法可用于各种材料的耐药性的测定及深入的研究，但其抗菌性不能

量化，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2、抗真（霉）菌的检测方法

1）接触法

除了将菌液转化成一定数量的混悬菌外，其他均与细菌检测法相同。该方法可以比较完整地检测出不同

材质上的霉菌生长状况和抑菌物质对霉菌的抑制。

2）暴露法

将样品置于霉变环境中一段时间后，再对其发霉程度进行检测。

《抗菌防霉塑料防霉等级测试方法》1999，由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99）将霉变等级划分为4个

级别，最gaoji别为0级，达到0级的样品在50倍放大下未发现霉菌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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