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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性的材料表面 

 

很多时候病毒的传播，是通过接触材料表面来传递的。假如材料表面具有抗病毒性能，那么就

有可能阻断病原体的传播。英国研究人员发现：甲型流感病毒颗粒无法在铜表面上良好地存活，因

为铜离子会扰乱病毒中的 RNA 基因组，从而大大抑制病毒的传播。研究表明，接触到病毒表面的手

指可以将病毒传播到多达七个干净的表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学校、医院、机场、体育场及其他交

通繁忙的地方像病毒细菌培养皿一样容易传播病毒。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Inactivation of Influenza A Virus on Copper versus Stainless Steel Surfaces 甲型

流感病毒在铜和不锈钢表面上的灭活> ,2007 年由南安普敦大学的 C.W.Keevil 和 J.O.Noyce 发表在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杂志上。 

 

 

 

 

 

 

实验的目的：评价铜和不锈钢表面对甲型流感病毒的灭活性能 

实验：将甲型流感病毒颗粒(2×106)分别接种到铜和不锈钢上，并在 22°C、50~60％相对湿度下孵育。 

通过荧光显微镜分析确定残留活细胞的感染性。A 型流感病毒菌株 A / PR / 8/34，H1N1 均来自 NIBSC，

英国伦敦 

不锈钢表面的实验结果：在干燥状态下暴露 6 小时或 24 小时后，从不锈钢中回收的甲型流感病毒细

胞感染的荧光光谱图像。 6 小时后，仍有 106 个病毒颗粒存活，而 24 小时后，仍有 5×105 个病毒

颗粒能够引起细胞感染。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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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表面的实验结果：在铜上放置 60 分钟后，传染性病毒颗粒的数量减少到 5×105，相当于在不锈

钢上暴露 24 小时，在 6 小时后，该数量进一步减少到 500 个。见下图： 

 

 

 

 

 

 

 

实验结论：实验结果证实了先前发现的甲型流感病毒在不锈钢上仍具有大量的传染性，但铜表面的

结果相反，病毒在铜表面 6 小时后会迅速失活。铜表面具有一定的抗病毒能力，可能有助于减少病

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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