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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共分９章，包括部队消毒工作概述，常用物理消

毒方法应用技术，常用化学消毒剂的理化性质、杀菌作

用、影响杀菌因素、应用范围与注意事项，部队平战时卫

生管理与消毒，医院消毒、灭菌与隔离，传染病疫源地消

毒，重要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与消毒，救灾防疫消毒，生物

恐怖袭击应急消毒以及消毒效果的监测等。本书内容科

学实用，方法简便易行，适于部队基层卫生防疫人员、医

院消毒管理人员及消毒工作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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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科学

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应该把这些新技术应用到军队卫生防疫工作

中，为部队卫生和官兵健康服务。由李平等同志编写的《部队消毒

工作手册》从部队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地编入了部队各级卫生部门

所需要的卫生消毒工作的内容，集指导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于一体，

是一本部队平战时都很有参考价值的好书，也是部队抢险救灾卫

生指导用书。

该书吸纳了国内著名消毒学专家近年来出版的新著作中有益

的内容，融入了国内外最新消毒技术成果，纠正了以往传染病应急

消毒和抢险救灾消毒中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总结了成功的经验，使

得书中所介绍的知识和技术更贴近科学，更结合实际，为部队基层

卫生防疫人员提供了一本很实用的参考工具书。

《中国消毒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杨华明
２０１２年８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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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传染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对部队平、战时演习训练及抢

险救灾、处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等可能带来重大影响。做好部

队消毒工作，阻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

和流行、保障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基层防疫人员在进行医院消

毒、部队预防性消毒、疫源地消毒以及抗震救灾、非战争军事行动卫生

防疫消毒处置过程中，因缺乏正确的技术指导，导致伤害事故时有发

生。有时消毒药剂大量浪费，却达不到消毒效果。如何指导基层科学

开展传染病的消毒工作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紧密结合部队

消毒工作的特点，编写了这本《部队消毒工作手册》，其内容务求简明

实用，除简要介绍有关消毒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外，尽可能多地叙述消

毒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以及新的消毒药

械。本书可作为部队基层卫生防疫人员和广大指战员的技术手册和

参考书。我们真诚希望本书能为第一线消毒工作者提供具体的技术

指导。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中国消毒学杂志》

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杨华明老师逐章审阅修改，谨此致以衷心

的谢意。真切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发行，能为部队传染病的预防

和控制工作尽以微薄之力。
由于编者自身水平的限制，疏漏与错误之处，诚请各位专家和

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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