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毒（Virus）是一種僅能在生物體的活細胞內複製繁衍的亞顯微病原體。它由一個核酸分子（DNA

或 RNA）與蛋白質構成的非細胞形態，為類生物，無法自行表現出生命現象，靠寄生生活的介於生

命體及非生命體之間的有機物種，它既不是生物亦不是非生物。它是由一個保護性外殼包裹的一段

DNA或者 RNA，藉由感染的機制，這些簡單的有機體可以利用宿主的細胞系統進行自我複製，但無

法獨立生長和複製。病毒可以感染所有具有細胞結構的生命體。 

 
病毒由兩到三個成份組成：病毒都含有遺傳物質（RNA或 DNA）；所有的病毒也都有由蛋白質形成的

衣殼，用來包裹和保護其中的遺傳物質；此外，部分病毒在到達細胞表面時能夠形成脂質包膜環繞

在外。病毒的形態各異，從簡單的螺旋形和正二十面體形到複合型結構。病毒顆粒大約是細菌大小

的千分之一。病毒的起源目前尚不清楚，不同的病毒可能起源於不同的機制：部分病毒可能起源於

質體（一種環狀的 DNA，可以在細胞內複製並在細胞間進行轉移），而其他一些則可能起源於細菌。 

 
病毒的傳播方式多種多樣，不同類型的病毒採用不同的方法。流感病毒可以經由咳嗽和打噴嚏來傳

播；諾羅病毒則可以通過手足口途徑來傳播，即通過接觸帶有病毒的手、食物和水；輪狀病毒常常

是通過接觸受感染的兒童而直接傳播的；此外，愛滋病毒則可以通過體液接觸來傳播。 

 
並非所有的病毒都會導致疾病，因為許多病毒的複製並不會對受感染的器官產生明顯的傷害。一些

病毒，如愛滋病毒，可以與人體長時間共存，並且依然能保持感染性而不受到宿主免疫系統的影響，

即「病毒持續感染」（viral persistence）。但在通常情況下，病毒感染能夠引發免疫反應，消滅入侵的

病毒。而這些免疫反應能夠通過注射疫苗來產生，從而使接種疫苗的人或動物能夠終生對相應的病

毒免疫。像細菌這樣的微生物也具有抵禦病毒感染的機制，如限制修飾系統。抗生素對病毒沒有任

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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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菌≠殺病毒 

市面上含消毒成分的濕紙巾，很多也標榜「殺菌 99.9%」、「有效除菌」，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

俊明提醒市民，「細菌跟病毒不同，新型冠狀病毒是一種病毒，並非細菌，能殺菌 99.9%，不代表殺

病毒也有同樣功效」。 

 
未能有效消滅輪狀病毒 

酒精為何特別有效？因為酒精會令蛋白變性，亦有溶解脂肪效果，兩者都能有效殺死細菌和大部分

病毒。 

 
一顆完整的病毒顆粒，由具保護功能的蛋白質外殼，以及外殼包住的核酸組成。有些病毒外層有一

層包膜，通常由脂肪和蛋白質組成，這類病毒稱為包膜病毒（enveloped viruses），新型冠狀病毒、

流感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便屬於這一類。酒精能夠快速而有效消滅包膜病毒，因酒精屬脂溶性，能

溶解外層的脂肪包膜，酒精亦具有親水和疏水兩種特性，故能吸收病毒蛋白質外殼的水分，亦能破

壞蛋白質內、外之間的牽引力，造成蛋白質外殼脫水、變性、凝固，達到消滅病毒目的。 

 
然而對付部分無包膜病毒 （non-enveloped viruses） ，如輪狀病毒，酒精只能使其失去活躍能力，

未能將其消滅。酒精除了可消滅病毒，也具殺菌作用，原理是使細菌細胞膜的蛋白質變性，結構受

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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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以外 常見消毒成分 

濕紙巾除了酒精，還有季銨化合物（quaternary ammonium compounds）、雙氯苯雙胍己烷

（chlorhexidine）、三氯生（triclosan）等消毒成分。「這些成分的消毒原理主要是破壞病毒包膜，令

其喪失活性及死亡，或破壞細菌細胞膜，使其死亡。」 

 
季銨化合物  消毒殺菌較慢 

季銨化合物以苯扎氯安（benzalkonium chloride）最為常見。據消委會資料稱，季銨化合物消毒殺菌

速度較慢。使用該成分濕紙巾清潔時，要確保清潔的地方沒有食物污漬等有機物質，否則會影響功

效。 

 
雙氯苯雙胍己烷 效用持續一段時間 

雙氯苯雙胍己烷消毒速度比酒精慢，但效用可持續一段時間。消委會資料指出，雙氯苯雙胍己烷對

包膜病毒也有效，但對無包膜病毒作用則較低。 

 
三氯生 抑制病毒真菌較弱 

三氯生會干擾細菌和病毒的脂肪合成機制，從而減弱其外層細胞膜功效，以達至消毒效果。據消委

會資料指，三氯生對病毒及真菌的抑制作用較弱。此外，有研究發現這成分有可能令細菌對抗生素

產生抗藥性，而且在動物身上可干擾內分泌。 

 
不論是使用哪一種消毒成分的濕紙巾清潔雙手，要認真地抹勻雙手每一處，抹手速度不要急。「因為

要讓酒精或消毒化學物滲入細菌和病毒處，才能發揮功效。如果抹手速度太快，化學物未能徹底沾

到雙手便沒有效用。使用酒精濕紙巾抹手時，不要在同一位置重複快速地抹拭，原因是此動作會產

生熱量，加速酒精揮發，降低功效。」 

 

 



紫外線是怎樣殺死病毒 

紫外線具有很高的能量，可以破壞微生物體內的 DNA與 RNA結構，使病毒、細菌等微生物體內的遺

傳物質發生斷裂、交聯或形成光化產物。 

 
同時，紫外線也可以作用於細胞內的氧原子，使其形成具有殺傷力的活性氧自由基，這些都能造成

微生物細胞無法增殖或直接死亡。 

 
除此之外，波長在 185nm左右的紫外線，還可以作用於空氣中的氧氣，產生具有強氧化作用的臭氧，

也能達到殺死病毒和細菌的目的。 

 
總的來說，紫外線既可以用自身很高的能量來破壞多種微生物的結構，也可以讓空氣中產生臭氧，

利用臭氧來殺滅它們。 

 
導致這次疫情的罪魁禍首------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遺傳物質是 RNA，紫外線可以作用於病毒的

遺傳物質，導致病毒的 RNA斷裂，使其不能正常合成所需的蛋白質，從而殺滅病毒。 

 
紫外線對皮膚的傷害 

紫外線中的 UVB是導致皮膚曬傷的主要成分，它們會損傷皮膚的外層結構，而另一種起到消毒作用

的成分 UVA，則比 UVB射線更加深入皮膚，造成皮膚老化和皺紋的產生，這兩個過程都對皮膚癌的

形成與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紫外線可能誘發白內障 

白內障是眼球中晶狀體混濁導致的，長時間暴露於紫外線之下，一直被認爲是白內障發病的危險因

素之一。實驗顯示，反覆的紫外線照射可以誘發動物急性紫外線性白內障，同時對人眼的白內障也

有促進作用。除了陽光直射，雪地、海面和沙地等的反射光，也因爲其中紫外線含量的不同，對眼

睛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因此，無論是日常生活中接觸陽光，還是利用紫外線燈進行消毒，大家都應該做好必要的防護，儘

量避免接受過多的紫外線照射。使用紫外線進行消毒時，除了要注意以上幾點，更要記住，紫外線

只能殺滅在外界環境中的病毒、細菌等微生物，一旦它們進入人體，紫外線就派不上用場了，可千

萬不要妄想着靠曬太陽殺死體內的病毒，更不要直接接受紫外線的照射，這些做法既沒有效果，又

十分危險。 

 
由於紫外線具有一定危險性，因此紫外線消毒設備通常被用在醫院、工廠，並由專業人士進行操作，

不推薦小夥伴們在家裏使用。對於 Covid-19這種人傳人能力較強的病毒而言，按照專家指導，儘量

減少外出，佩戴口罩，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才是最重要的。 

  



新冠病毒不是活體，怎樣防範最有效？ 

 
1. 病毒不是活生物體，而是被脂質（脂肪）保護層覆蓋的蛋白質分子（RNA），當被眼、鼻或頰黏

膜細胞吸收時，其遺傳密碼就會改變（變異），並將其轉換為攻擊者和倍增細胞。 

 
2. 由於病毒不是活生物，而是一種蛋白質分子，因此不會被殺死，只會自行降解。解體的時間則

取決於溫度、濕度和依附材料的類型。 

 
3. 病毒非常脆弱，唯一能保護它的是薄薄的脂肪外層。這也就是為什麼任何肥皂或清潔劑都是最

好的預防方法，因為泡沫會割傷脂肪（這就是為什麼洗手時必須摩擦 20秒鐘或更長時間，才能

產生大量泡沫）。通過溶解脂肪層，蛋白質分子會自行分散並分解。 

 
4. 酒精或酒精含量超過 70-75％的任何混合物均可溶解脂肪，尤其是病毒的外部脂質層。 

 
5. 任何含有 1份漂白劑和 5份水的混合物都可以直接溶解蛋白質，並從內部分解蛋白質。 

 
6. 病毒不是像細菌那樣的生物，所以無法使用抗生素來殺死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但可以通過上

面所說的一切方法，迅速分解病毒結構。 

 
7. 切勿抖動用過或未用過的衣服、床單或布。當病毒黏在多孔表面上時，它是非常惰性的。在織

物和多孔表面，只能存在 3小時；在銅上面只能存在 4小時（因為銅是天然防腐劑。木頭只會

去除其水分，不會讓其剝離和分解）；在紙板存在 24小時；金屬存在 42小時；塑料存在 72小

時。但是如果抖動衣物或使用雞毛撣子，那麼病毒就會在空氣中漂浮，時間可長達 3個小時，

也會借此進入我們的呼吸道。 

 
8. 在任何物體上照射紫外線，會分解病毒蛋白，例如消毒和不重復使用口罩是完美的選擇。但要

注意，紫外線也會分解皮膚中的膠原蛋白（蛋白質），最終導致皺紋和皮膚癌。 

 
9. 病毒無法通過健康的皮膚。 

 
10. 醋沒有用，因為它無法破壞病毒由脂肪構成的保護層。 

 
 

11. 在接觸食物、鎖、旋鈕、開關、遙控器、手機、手錶、計算機、書桌、電視等物品後，還有在

使用廁所後，都要記得洗手。 

 
想消滅新冠病毒，可使用 :  

肥皂/清潔劑的泡沫、70-75%以上酒精、漂白水去溶解病毒的脂肪外層及分解其內部蛋白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