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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可以在塑料上存活3天，意味着什么？

  

科学辟谣，专业狙击网络谣言，深入报道科学进展，多角度挖掘热点事件。

虽然目前对于新冠病毒在体外的存活时间并无统一说法，但数字的精确性不是最重
要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用它指导日常防护。新冠病毒在含纤维的多孔材质中不易存
活作者 | 徐斯佳 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出门在外，很多人对物
体表面可能带毒的担心也如影随形，开门只用胳膊肘推，地铁上要不要抓扶手内心
也要斗争一番。也有人大大咧咧，一切如常。究竟新冠病毒通过物品传染的风险有
多大？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金属铜表面，病毒可存活 4
小时；不锈钢表面，延长至 2 天；塑料表面，竟然超过 3 天。这意味着什么呢？不
同材质表面，病毒存活能力不同新冠病毒已被证实的传播途径包括飞沫传播（吸入
感染者打喷嚏、咳嗽、说话时喷出的飞沫）、接触传播（接触被感染者飞沫污染的
物体表面，再触摸自己的眼鼻口等粘膜组织）以及气溶胶传播（病毒混合在肉眼看
不见的微小飞沫中，在空气中停留，后被吸入）。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正确佩戴
口罩，可以有效预防飞沫传播。但专家提醒应对接触传播和气溶胶传播保持警惕。
气溶胶直径小于 10 微米，能在空气中悬浮半小时以上，还可以落下来留在物体表
面，造成传染性的延续。气溶胶、飞沫及污染的物品 | coryharow.wordpress.com
这种延续作用有多强，和病毒在物体表面保持活性的能力有关。一项发表在《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表明，在不同材质的表面，病毒存活的时间不同。研
究模拟了感染者咳嗽（气溶胶）、触摸不同物体（铜、硬纸板、不锈钢和塑料）时
，新冠病毒的存活情况。结果，在长达 3
小时的气溶胶观察中，始终能检测到存活的新冠病毒。这些病毒在铜表面仅可存活
4 个小时；在硬纸板上的存活记录为 24 小时；在不锈钢表面为 2
天，而在塑料表面 3 天内都有活性病毒检出。新冠病毒在不同表面（铜把手、纸箱
、不锈钢门、塑料座椅）的存活时间不尽相同 |作者供图这并不奇怪：铜是天然具
有抗微生物特性的金属。铜离子与空气中的水分起化学反应后能产生对病毒的蛋白
质外壳和内部核酸都具有破坏作用的自由基。硬纸板质地疏松，所含的纤维能吸收
环境中的水分，导致病毒外壳干涸，可能是病毒存活时间较短的原因之一。在塑料
和不锈钢等坚硬光滑的无孔材料表面，病毒更容易保留水分，因此结构和活性维持
得也更久。 含纤维的多孔材料，更容易令病毒表面干涸 | 作者供图实际传染性大小
，还要看病毒浓度不过，并不是病毒能够存活，就能传播。其实际传染性大小，还
要看病毒的浓度。简单来说，在无生命的物体表面，活病毒数量下降得比较快。在
硬纸板上，活病毒数量减少一半的中位时间不足 4 小时（即平均不到 4
小时，病毒浓度就会减半），而在不锈钢和塑料表面，分别为 5.6 和 6.8 小时。这
意味着正常情况下快递包裹上的病毒量不会太多，我们在地铁上也不必如坐针毡。
但我们并不知道快递员处理包裹时是否曾不加遮掩地咳嗽或打喷嚏，也无从知晓各
种把手、电梯按钮多久前被感染者触摸过，因此，勤洗手、对接触过多人的物品进
行消毒，是非常重要的防护措施。另外，研究发现，封闭环境下，气溶胶里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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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下降得很慢。病毒浓度越大导致感染的风险也越高，至于具体是多少，目前
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因此，专家呼吁大家做好室内通风，空气流通能降低气溶胶的
病毒浓度，降低感染风险。该研究还对比了新冠病毒与 SARS
病毒的差异。结果表明，除了在硬纸板上新冠病毒的存活期更长（24 小时，而
SARS 病毒最长存活 8 小时），在其他物体表面，两种病毒的稳定性很接近。造成
两者传播规模的差异可能另有其因。此外，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患者传染别人的能
力也不相同。发病早期，新冠病毒患者上呼吸道病毒载量更高，许多无症状患者中
检测到的病毒载量与有症状患者相似。而 SARS
患者呼吸道的病毒载量是中度的，在症状出现后约 10
天时，病毒载量才达到峰值。这意味着 SARS 病毒在患者发病的几天后传播力更强
，而新冠病毒则具备早期传播的潜力，更狡猾。研究尚不全面，但现有对策值得坚
持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了新冠病毒气溶胶传播和污染物接触传播的合理性，肯
定了现有的公共卫生防控措施。但尚有很多材料未能一一验证，如衣物、橡胶、玻
璃、木材等。这都是我们日常会接触到的材质。另外由于实验条件不同，新冠病毒
究竟能在人体外存活多久，目前其实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温度、湿度、日照等都可
能影响病毒寿命。例如，之前有研究称，病毒能在金属把手上存活 9
天，而如果处在低温环境，甚至可达 28 天。实际上，数字的精确性也并不是最重
要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用它指导日常防护。各项数据均指出：新冠病毒在光滑无孔
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更长，与之对应的，能破坏其结构稳定性的因素都能导致其灭
活。如 56℃以上的高温处理 30 分钟、紫外线照射 1 小时等。不过，这些措施对强
度和时间都有要求，并不是说开一下暖风空调，晒几分钟太阳就能杀毒。相比之下
，化学物质的影响更为直接，如用肥皂水洗手、0.5%双氧水或
62~71％酒精消毒物品等，可以使病毒 1 分钟内灭活。由于病毒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是与眼，口，鼻的粘膜接触，避免污染物触摸五官，做好手部和公共物品的清洁是
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包括：出入公共场所（尤其是厕所）后勤洗手，20~30 秒。
推荐用肥皂，免洗洗手液仅作为备用接触公共场所的物件（电梯按钮、取款机）后
，避免用手摸五官消毒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如手机，键盘，门把手等回家后，外
衣、外裤、鞋子不要随意摆放开窗通风气溶胶和接触传播的一些清洁对策（洗手、
避免摸眼鼻口、对经常接触的物品消毒、通风） |
作者供图就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疫情尚在持续，我们要 “战
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既不必对公共场所的物品草木皆兵，也不能认为戴了口
罩就万事大吉。一定要将针对气溶胶和接触传播的防护意识也加入日常习惯中，才
能更好地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参考资料：van Doremalen N, Bushmaker T,
Morris DH, et al. Aerosol and SurfaceStability of SARS-CoV-2 as Compared
with SARS-CoV-1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2020 Mar 17].N Engl J
Med.2020;10.1056/NEJMc2004973.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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