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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二氧化氯在果蔬制品生产中的应用

一、产品简介：

    二氧化氯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新一代安全、高效、广谱的消毒杀菌、保鲜、除臭剂。它的有效氯

是氯的2.6倍，氧化能力是氯的2.5倍灭菌效果是次氯酸的5倍左右；特别是它与水中的有机物反应不生成

三氯甲烷等三致（致癌、致畸、至突变）物质，被确认是医疗卫生、食品加工、保鲜、饮水、工业循环

水等方面消毒、杀菌、除臭的理想药剂，是一种绿色消毒杀菌剂，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A1级安全

消毒剂。

我公司生产的稳定性固体二氧化氯与其它品牌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不吸潮、不自燃、产品活

化后的原液不易挥发,保存期长。产品为白色粉末状颗粒，含量：8％。使用、运输、贮存方便；活化快

、杀菌迅速彻底.它还能与空气中或物体表面的氨、硫化物、有机物反应，达到及时除去异味的效果。

    果蔬制品行业一直是我公司产品的主要应用行业，多年来受到国内相关企业的广泛欢迎。



二、使用环节：

    1、加工之前果蔬原料的杀菌及保鲜，并可起到降解农残的作用。

    新鲜的蔬菜水果经初选、预洗后用40ppm的二氧化氯浸泡10-15分钟，即可达到杀菌消毒目的。注

意胡萝卜、洋葱等蔬菜会消耗二氧化氯，为确保效果，使用浓度应稍高。消毒后的水果蔬菜可在常温下

保鲜10-15天。消毒时应注意将蔬菜逐一掰开，尽量少搅动，避免二氧化氯气体溢出。 

    二氧化氯用于此领域杀菌保鲜与其它消毒剂比较，其优点有： 1）杀菌效果好，杀菌力是氯制剂

的5-10倍；2）安全环保，本身无毒，且在消毒过程中不会产生有机氯化物；3）杀菌效果稳定，使用浓

度易于控制，受环境条件如PH值、温度、有机物等影响小；4）无残留，易清洗；5）杀菌后更可起到对

果蔬的保鲜作用。        

    2、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器具、设备、容器、生产线的消毒。

    工艺器具、设备、容器、生产线的消毒是水果蔬菜加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前的常用消毒剂是

次氯酸钠（84消毒液）、次氯酸钙（漂白粉）等无机氯制剂和优氯净等有机氯制剂，杀菌力低，需要很

高的使用浓度（至少几百ppm以上），残留大，对设备有严重的腐蚀，且气味不易控制。使用二氧化氯

不但杀菌力强、效果好，而且安全环保，无残留，不易腐蚀设备，气味也小，不刺激。

    3、生产环境的消毒。

    空气、地面、墙壁等生产环境的消毒容易被一些企业忽视，其实生产环境的消毒是相当重要的，

国际上都十分重视。目前常用紫外灯或乳酸、过氧乙酸等对环境消毒。紫外线优点是方便、效果优先，

缺点是紫外线肉眼看不见，对人体有害，且紫外线穿透性差，只能消毒照射的一面。与乳酸和过氧乙酸

相比，二氧化氯的明显优点是：1）二氧化氯的杀菌力是过氧乙酸的1-2倍，是乳酸的3-5倍；2）使用成本

低，只相当于乳酸和过氧乙酸成本的1/4-1/2；3）使用过程不污染环境；4）使用方便，不需要像乳酸那

样加热。

    4、其它生产环境的消毒。



    包括操作人员的手、服装、织物、靴池等的消毒。

    5、二氧化氯还可以作为超滤膜清洗剂使用：二氧化氯是一种强氧化剂，采用这种高效氧化剂以

其强氧化性破坏凝胶层中的大分子物质之间的结合，使其脱落；如果再通过碱液、表面活性剂的分散、

增溶、洗涤作用清洗膜表面沉积层，可达到极佳的清洗效果。

三、使用方法：

    于塑料、陶瓷等非金属容器中，将本品200克倒入10升水中，搅拌均匀，静置10分钟后，参照下表

稀释使用。

  

消毒对象

  

每袋(200克)加水（

公斤）

  

使用浓度（mg

/L）

  

消毒时间（分

钟）

  

使用方法

  

水果蔬菜原料的前处理

  

杀菌保鲜

  

300-400

  

40-50

  

5-10

  

浸泡、冲洗

  

农残降解

  

200-300

  

50-80

  

超滤膜氧化清洗

  

200-250

  

60-80

  

--

  
  

碱洗、水洗、氧化清洗

、再水洗

  

生产环节杀菌

消毒

  

设备、器具、生产线

  

200-300

  

50-80

  

5-15

  

浸泡、冲洗、擦拭

          



  

生产环境如车间、贮藏室

165 100 -- 高压喷雾

  

5

  

3000

  

3-8小时

  

自然熏蒸

  

员工手、工作服

  

200

  

80

  

1-5

  

浸泡清洗

  

生产用水消毒

处理

  

无菌水、生产工艺水

自来水、工业循环水

  

16-32吨

  

0.5-1

  

--

  

直接投加

       

四、产品特征：

    1、含量性状：8%， 白色粉末状颗粒。

    2、包    装：200克×50袋/箱；1公斤×25袋/箱

    3、保质期限：2年。

    4、注意事项：应保存与避光、低温、干燥处；应现配现用；稀释时宜用塑料、玻璃器皿，配制

时应先倒好水，再把消毒剂倒入水中；不宜与其它消毒剂混合使用；请勿食用；远离儿童。

附表：

（200g/袋8％含量固体二氧化氯）在不同浓度时的加水量：

  

使用浓度，（mg/L
）

  

30

  

50

  

70

  

100

  

120

  

150

  

200

  

250

  

3000

                    



每袋加水，

（公斤）

530 320 230 160 130 107 80 64 5

公司名称：    天津緑净化工有限公司

电    话：    022-27059116     27059226

传    真：    022-26685776

联 系 人：    任世涛

手    机：    13820018843

 

关于贵公司实际情况，我们方案如下：

 

第一步：配置消毒浓缩液，取塑料大桶一个，将1公斤消毒剂（5袋×200克／袋）加入50-100公斤水中，
搅拌均匀，静置5-10分钟。

 

第二步：稀释浓缩液成消毒水使用，将以上消毒浓缩液稀释至1.6-2吨的消毒水，即可用泵直接打入管道
系统中进行消毒。

 

第三步：让消毒水在管道中循环10分钟左右，排空消毒剂，就可以直接生产了。

 

第四步：消毒次数根据贵公司实际生产情况决定。

 

附：二氧化氯的由来和与其它消毒剂的对比。

 

【二氧化氯介绍】



【中文名称】二氧化氯；亚氯酸酐；氯酸酐

【英文名称】chlorine dioxide

【结构或分子式】ClO2

Cl原子以sp3杂化轨道形成σ键，分子为V形分子。 [cl 原子以 SP2杂化轨道形成西格玛键

其中一个电子垂直于 o- CL-0 平面,并与 O=O 的4个电子形成 3原子 5电子 大派键(离域派键)]

【化合价】氯元素化合价为+4 氧元素化合价为-2

【相对分子量或原子量】67.46

【密度】3.09（11℃）

【熔点（℃）】-59

【沸点（℃）】11

【性状】

红黄色气体。

【溶解情况】

溶于水，同时分解。溶于碱溶液而生成亚氯酸盐和氯酸盐。

【用途】

用作氧化剂、脱臭剂、漂白剂等。

【制备或来源】

由氯酸钠与硫酸和甲醇作用或由氯酸钠与二氧化硫作用而制得。

【其他】

不稳定，有强的氧化性，会发生爆炸。

2003年5月1日，国家疾病控制中心颁发的《各种污染对象的常用消毒方法》中建议，为了避免“非典”

等传染病的传播，餐饮用具可用200mg/L的二氧化氯溶液浸泡，游泳池水可按5mg/L用二氧化氯进行消毒

。那么，什么是二氧化氯？它有哪些性质及用途？现就有关问题作以介绍。 



 

【人类对二氧化氯的初步认识】

人类利用化学消毒剂进行杀菌消毒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1820年第一代化学消毒剂漂白粉问世后，人们

将其主要用于饮用水消毒和感染创伤的治疗上，并取得了良好地效果，开辟了化学杀菌消毒的第一个里

程碑。此后，人们相继发现了第二代消毒剂环氧乙烷，第三代消毒剂戊二醛。新一代高效化学消毒剂终

于在千呼万唤中问世，这就是被称作第四代杀菌消毒剂的二氧化氯。

二氧化氯诞生于1911年。早年人们并未用它杀菌消毒，直到1940年前后次氯酸钠工业化生产之后，人们

才开始大规模使用。1940年美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率先采用它处理饮用水，取得良好效果，之后迅速推

广到全世界。近年来，人们陆续发现用氯气对饮用水进行消毒时，水中的有机物会与氯气发生取代反应

，生成有机氯化合物，有机氯会在人体内积留产生慢性累积中毒，还会诱发癌病，世界环保联盟即将全

面禁止使用氯气用于饮用水的消毒，建议采用广普性、具有强氧化性的高效消毒剂二氧化氯进行饮用水

的消毒。目前，二氧化氯已被联合国卫生组织（WHO）列为AⅠ级消毒剂。

我国应用二氧化氯消毒技术始于八十年代。1987年，广东省卫生监督部门批准其可以用于食品消毒、保

鲜及食品设备、用具消毒。1990年上海卫生管理部门批准其可以用于水处理、食品加工以及水产养殖、

除臭等。我国卫生部也在2000年前明确提出，逐步用二氧化氯替代氯气进行饮用水的消毒。最近，二氧

化氯又被列为预防非典的重要的含氯消毒剂。 

 

【二氧化氯的发展】

早在1811年，美国科学家H.Davery利用KClO3水溶液和盐酸反应，首次合成并收集了二氧化氯气体。但是

，直到本世纪30年代，ClO2才得以安全且经济地规模生产，开始了工业化的广泛应用。1944年，二氧化

氯首次作为消毒剂用于处理美国纽约州尼加拉大瀑布城的饮用水。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自从研制成功

二氧化氯稳定剂后，二氧化氯作为漂白剂和消毒剂，已被广泛应用于纸浆的漂白、食品加工领域的杀菌

消毒及水净化处理等领域，充分显示出其所具有的强漂白和杀菌消毒能力。

二氧化氯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新一代的高效、广谱、安全的杀菌、保鲜剂，是氯制剂最理想的替代品
，在世界发达国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美国、西欧、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有关组织如美国环境保
护局、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农业部均批准和推荐二氧化氯用于食品、食品加工、制药、医院、公共环
境等的消毒、防霉和食品的防腐保鲜等。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粮食组织(FAO)也已将二氧化氯
列为A1级安全高效消毒剂。为控制饮水中“三致物质”（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产生，欧美发达国家
已广泛应用二氧化氯替代氯气进行饮用水的消毒。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二氧化氯产品的推广和应用
。国家化工部颁布了有关的行业标准，国家卫生部已批准二氧化氯为消毒剂和新型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氯的用途】



二氧化氯因为其具有杀菌能力强，对人体及动物没有危害以及对环境不造成二次污染等特点而备受人们

的青睐。二氧化氯不仅是一种不产生致癌物的广谱环保型杀菌消毒剂，而且还在杀菌、食品保鲜、除臭

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效果。

二氧化氯还可以用于漂白，如纺织与造纸元采用氯气漂白的都可以用二氧化氯替代。

1、杀菌、消毒方面

⑴对饮用水的消毒 二氧化氯是净化饮用水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净水剂,其中包括良好的除臭与脱色能力、低

浓度下高效杀菌和杀病毒能力。二氧化氯用于水消毒，在其浓度为0.5-1mg/L时，1分钟内能将水中99%的

细菌杀灭，灭菌效果为氯气的10倍，次氯酸钠的2倍，抑制病毒的能力也比氯高3倍，比臭氧高1.9倍。二

氧化氯还有杀菌快速，PH范围广（6-10），不受水硬度和盐份多少的影响，能维持长时间的杀菌作用，

能高效率地消灭原生动物、孢子、霉菌、水藻和生物膜，不生成氯代酚和三卤甲烷，能将许多有机化合

物氧化，从而降低水的毒性和诱变性质等多种特点。

⑵对空气的杀菌 空气中含有大量可以致病的细菌,特别是饮食业场所及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空气中微生物

种类和数量多而复杂，对于这些微生物普遍采用的是紫外线灭菌方式，但由于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大，紫

外线杀菌效果并不理想。而二氧化氯制剂的灭菌能力强，分解迅速无残留，非常适于饮食业及食品加工

业的有关场所的空气喷雾杀菌及消毒。此外,春秋两季是感冒、气管炎等传染病的多发季节，可以用二氧

化氯对环境进行消毒，不但能杀灭病原微生物，还能消除异味，清新空气。因此，二氧化氯是十分理想

的预防“非典”的环境消毒剂。

⑶对厨房用具、食品机械设备的消毒 厨房用具、食品机械设备、容器等如果不经彻底的消毒，容易对食

品造成污染，导致食物中毒的发生。用二氧化氯对厨房用具、食品机械设备、容器等进行消毒，可杀灭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等。

⑷在医疗领域 二氧化氯用于口腔含漱，可有效控制牙龈炎、牙斑菌和口臭，用作坐浴或冲洗，可防止多

种疾病，等等。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抗洪战士用二氧化氯消毒液洗脸、坐浴、擦身、泡脚、泡洗内衣

裤等，其神奇作用再次被验证。实践证明，二氧化氯对防治红眼病、皮肤病及除臭有良好效果。

2、保鲜

⑴食品的保鲜 二氧化氯属无毒型消毒剂，一般使用浓度较小，可直接用于水果、蔬菜、肉类的杀菌、保

鲜。将水果、蔬菜在二氧化氯溶液中浸泡片刻，即能杀死微生物又不与脂肪酸反应，不破坏蔬菜的纤维

组织并对果蔬的味道、营养无任何损害，且无需再用清水清洗。在流通领域中，有些不宜水洗的果蔬，

可用固体的二氧化氯与果蔬一起装入包装箱，可长时间缓慢放出二氧化氯，既灭菌，又可达到保鲜作用

。经二氧化氯溶液浸泡的鱼、鸡、禽类，不仅可消除腥臭味，还可有效控制微生物生长，延长储藏期，

并能保持鲜美的口味。用二氧化氯处理禽蛋，保鲜效果亦良好，且不影响蛋的孵化。

⑵除臭、除异味 二氧化氯能和空气中的氨和硫化合物及水中铁和锰化合物相作用，因此可消除空气和水

中的臭味。用二氧化氯溶液对冰箱进行擦洗，可达到消除异味的作用。在卫生间中可用二氧化氯溶液进

行喷雾，可迅速去除臭味。



目前，发达国家已将二氧化氯应用到几乎所有需要杀菌消毒领域。在我国，二氧化氯的应用虽然刚刚起

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二氧化氯一定会成为我们生产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

其发展前景无限广阔。

3、漂白

⑴纺织 用于棉纱、麻等天然纤维的漂白。

⑵造纸 纸浆漂白，提高白度。 

 

【二氧化氯消毒剂的杀菌效果】

杀菌效果：二氧化氯是一种广谱、高效的灭菌剂。国外许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二氧化氯在极低的浓度（0

.1ppm）下，即可杀灭许多诸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即使在有机物的干扰下，在使用浓

度为几十ppm时，也可完全杀灭细菌繁殖体、肝炎病毒、噬菌体和细菌芽孢等所有微生物。 

 

【二氧化氯消毒剂的安全性】

国外大量的实验研究显示，二氧化氯是安全、无毒的消毒剂，无“三致”效应（致癌、致畸、致突变）

，同时在消毒过程中也不与有机物发生氯代反应生成可产生“三致作用”的有机氯化物或其它有毒类物

质。但由于二氧化氯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应避免在高浓度时（>500ppm）使用。当使用浓度低于500pp

m时，其对人体的影响可以忽略，100ppm以下时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影响，包括生理生化方面的影响

。对皮肤亦无任何的致敏作用。事实上，二氧化氯的常规使用浓度要远远低于500ppm，一般仅在几十pp

m左右。因此，二氧化氯也被国际上公认为安全、无毒的绿色消毒剂。 

 

【二氧化氯消毒剂的优点】

1、广谱性：能杀死病毒、细菌、原生生物、藻类、真菌和各种孢子及孢子形成的菌体；

2、高效：0.1ppm下即可杀灭所有细菌繁殖体和许多致病菌，50ppm可完全杀灭细菌繁殖体、肝炎病毒、

噬菌体和细菌芽孢；

3、受温度和氨影响小：在低温和较高温度下杀菌效力基本一致；

4、PH适用范围广：能在PH2—10范围内保持很高的杀菌效率；



5、安全无残留：不与有机物发生氯代反应，不产生三致物质和其它有毒物质；

6、对人体无刺激等优点：低于500ppm时，其影响可以忽略，100ppm以下对人没任何影响； 

 

【对二氧化氯的评定】

世界卫生组织WHO及联合国粮食农业机构FAO一起组成的食品添加物专家委员会JECFA对该产品的安全

性进行了评审，其安全等级ADI（人体摄取容许基准）为AI维（即便被食用也很安全）。是消毒技术中

唯一获此认证者。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环境组织（EPA）中国卫生部等，公认二氧化氯为新时

代绿色消毒剂，具有无三效（无致癌、无致畸、无致突变性），有三效（广谱、高效、快速）和除臭、

保鲜、除藻、漂白的奇特功能，已编入卫生法规进行使用。 

 

【二氧化氯与其他常用消毒剂的比较】

下表列出了二氧化氯消毒剂与常用其它消毒剂的比较：

  

性能

  

二氧化氯

  

氯制剂

  

季胺盐

  

过氧乙酸
  

杀菌力

  

可杀灭所有的微生
物，包括细菌芽孢

  

可杀灭所有细菌繁
殖体，高浓度能杀
死芽孢

  

可杀灭多数细菌繁
殖体， 对芽孢和噬
菌体无效

 

  

可杀灭所有的微生
物，包括芽孢

 

  

常用浓度

  

30-200ppm

  

250-1500ppm

  

1000-5000ppm

  

2000-20000ppm
  

毒 性

  

无毒

  

中等毒性

  

低毒

  

低毒
  

"三致"效应

  

无

  

有

  

无

  

有
  

有机物干扰

  

小

  

大

  

小

  

小
  

PH影响

  

小

  

大，> 8.5时失效

  

小

  

大



  

使用温度影响

  

低于50℃

  

低于50℃

  

小

  

大
  

腐蚀性

  

不锈钢无腐蚀

  

金属有强腐蚀

  

无腐蚀

  

金属有强腐蚀
  

皮肤致敏性

  

无

  

有

  

无

  

有
  

残 留

  

无

  

有

  

有

  

有
  

气 味

  

稍有二氧化氯味

  

强氯味

  

无

  

有强醋酸味
  

使用成本

  

较低

  

低

  

昂贵

  

较高
  

稳定性

  

稳定

  

不稳定，易分解

  

稳定

  

不稳定,易燃易爆
  

抗药性

  

无

  

有

  

有

  

无

【各国对二氧化氯使用范围的法律规定】

  

时间

  

国家

  

批准机构

  

使用范围
  

1992

 

  

WHO

  

 

  

饮用水消毒

  

1987

  

德国

  

 

  

饮用水消毒
  

1985

  

美国

  

FDA

  

食品加工设备消毒
  

1987

  

美国

  

EPA

  

食品加工厂、啤酒厂、
饭店的环境消毒；

 医院、实验室的硬质
和无空表面器械的杀菌



和防霉
  

1989

  

美国

  

EPA

  

储存水消毒；动物居住
场所如家禽、猪、狗圈
等的消毒除臭

  

1988

  

日本

  

食品卫生部

  

饮用水消毒
  

1987

  

澳大利亚

  

澳卫生部

  

食品添加剂926号，食品
漂白剂

  

1987

  

中国

  

卫生部

  

食品工业、医疗、制药
、畜牧、

 水产养殖、公共环境
等领域的消毒和灭菌

  

1996

  

中国

  

卫生部

  

水产品和果蔬防腐保鲜
的食品添加剂

  

2002

  

美国

  

FDA

  

食品加工设备、管道、
工艺器具及特别在牛奶
加工厂

  

2005

  

中国

  

卫生部

  

饮用水消毒

 

如有问题，欢迎来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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