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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化产品驱螨、抑螨和杀螨性能的评价方法》（T/CHCIA 002—2022）是我国对除螨日化产品进行驱螨、抑

螨和杀螨性能评价的第一个标准。本标准于2022年10月30日发布，2022年11月30日实施。本文对标准的制定

背景、编制过程与方法、主要内容、实施与宣贯重点等方面进行了解读，为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企业的专

业人员开展日化产品除螨效果评价与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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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valuation methods of household chemicals for mites repellent, mites suppression and mites killing (T/CH-

CIA 002—2022) represents the first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is purpose in daily chemical products in China. This stan-

dard was issued on 30 October 2022 and implemented on 30 November 2022. This paper aims a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ndard in terms of the background to develop it,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methodology, the main content, imple-

mentation and publicity of the key aspects, with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ofessionals in related scien-

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by using daily chemical products to remove

the 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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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螨为一类小型节肢动物，分布广泛，可在家

居场所、粮食仓库、中草药库、纺织厂及家畜家禽养

殖场等环境中孳生，造成粮食、干果、中药材、纺织

品及其他储藏物品质下降或变质，导致严重的经济

损失 [1]。粉螨的排泄物、分泌物、代谢物及死亡的

螨体还是重要的过敏原，可引起过敏性疾病，如过

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等 [2]。在粉螨

家族中，尘螨是引起过敏性疾病最常见的过敏

原[3-6]。近年来，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成

为全球性的卫生问题 [7]。据世界变态反应组织

（WAO）估计，全球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为 10%～

40%，其中包括 3 亿哮喘患者、4 亿过敏性鼻炎患

者 [8]。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

计中心发布的数据，美国 27.2%的儿童和 31.8%的

成年人患有过敏性疾病[9-10]。相关流行病学资料表

明，近年来中国儿童哮喘、特异性皮炎等过敏性疾

病的患病率呈快速上升态势，并逐渐接近西方水

平 [11-15]。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过敏性疾病列

为 21 世纪需要重点研究和防治的三大疾病之

一 [16]。此外，部分粉螨还可侵染人体的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引起肺螨病（pulmonary ac-

ariasis）[17]、肠螨病（intestinal acariasis）[18]和尿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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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nary acariasis）[19]等。

随着粉螨的危害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近年来

我国市场上相继出现了不少驱螨、抑螨和杀螨的日

化产品。但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的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该类产品驱螨、抑螨和杀螨的实际效果

缺乏统一有效的评价标准，不利于该类日化产品市

场的良性发展。因此，为规范该类产品评价的技术

要求与试验方法，笔者牵头制定了《日化产品驱螨、

抑螨、杀螨性能的评价方法》。相关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和企业可根据该标准的评价方法，开展日化产

品除螨效果或性能的评价工作。

1 标准编制过程与方法

该标准是根据中国日用化工协会下达的 2021

年第 4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起草制定，由皖南

医学院、山东九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大央科

技有限公司、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广州

康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和中轻日用化学检验认证

有限公司等机构有关专家共同编制。编制过程中

召开了3次专家论证会，并于2021年12月提出该标

准的征求意见稿，开展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工作。从

该标准起草至形成标准报批稿的过程中，工作组共

收到专家反馈意见85条。根据专家意见，工作组对

该标准逐条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其中采纳 73条、未

采纳7条、部分采纳5条。最终，中国日用化工协会

于2022年10月30日发布了该标准，并于2022年11

月 30日起实施。该标准还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列为

2023年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

该标准涉及的技术指标、参数、公式以及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等是依据《农业登记卫生用杀虫剂

室内药效实验方法及评价 第 2 部分：灭螨和驱螨

剂》（NY/T 1151.2—2006）、《纺织品 防螨性能的评

价》（GB/T 24253—2009）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

2020）而制定，并根据日化行业特点，进行了适当

修改。

该标准中杀螨是指在短时间（24 h）内杀死螨

类；驱螨是指有效趋避螨类，使得螨类不靠近特定

区域；抑螨是指抑制螨类的发育，是一个相对缓慢

的过程。《纺织品 防螨性能的评价》（GB/T 24253—

2009）评价的对象是纺织品，只提到了驱螨和抑螨，

没有给出杀螨的评价方法。而在《农业登记卫生用

杀虫剂室内药效实验方法及评价 第2部分：灭螨和

驱螨剂》（NY/T 1151.2—2006）中只提及杀螨和驱

螨，没有提及抑螨。该标准将以上两个标准有机融

合，对杀螨、驱螨和抑螨性能均给出评定方法。同

时该标准针对日化产品的特点，规定了不同性状日

化产品的取样方法，细化了不同性状日化品的给药

方式和剂量，可操作性强。该标准还以恒温恒湿培

养箱替代了饱和食盐水的保湿方法，给粉螨提供一

个相对恒定的生存环境，排除了环境干扰因素，使

得实验结果更可靠、可信。在杀螨率、驱螨率和抑

螨率最终结果的评定上，该标准参考了上述标准的

评价方法，从而确保该标准既能得到公众的认可，

同时又有适度的创新。

2 标准的正文内容

该标准正文包括 7个部分，规定了标准适用范

围，给出了相关术语和定义，列举了所引用的标准、

规范及检测所需的设备、试剂和材料，规范了检测

步骤，规定了检测结果计算方法以及效果评价和试

验报告内容。

2.1 适用范围 该标准规定了日化产品驱螨、抑

螨和杀螨性能的评价方法，适用于各类日化产品除

螨效果的评价，但不适用于化妆品。

2.2 术语和定义 该标准给出了螨类、驱螨、抑

螨、杀螨、试样和对照样的定义，并进行了科学

解释。

2.2.1 螨类 螨类是人们对蜱螨亚纲中除蜱目以

外的节肢动物类群的统称。该标准中所指的螨类

为粉螨，属于真螨总目、疥螨目、甲螨亚目。常引起

人类过敏反应的主要是尘螨类，是粉螨家族中的一

个类群，隶属甲螨亚目、粉螨总科（Acaroidea）、麦

食螨科，主要包括两个物种，分别是粉尘螨（Der-

matophagoides farinse）和屋尘螨（Dermatophagoi-

des pteronyssinus）。

2.2.2 驱螨 采用化学、物理等方法驱赶作用对象

上的螨类，减少其数量的过程。

2.2.3 抑螨 采用化学、物理等方法抑制作用对象

上的螨类生长发育的过程。

2.2.4 杀螨 采用化学、物理等方法杀死作用对象

上螨类的过程。

2.2.5 试样 加入待测样品的实验组。

2.2.6 对照样 与试样条件相同但未加任何样品

的组别。

2.3 安全预防措施 尘螨可对人体造成危害，该

标准规定了试验的安全预防措施，即应在封闭的饲

养室环境下，由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该项试

验，试验后对环境进行消杀。

2.4 试验方法 该标准规定了检测日化产品除螨

性能的试验方法，并从设备与材料、供试螨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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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等方面对操作过程的注意事项和技术要求进

行了详细描述。

2.4.1 设备与材料 规定了检测过程中所需的设

备与材料，如解剖镜、恒温恒湿培养箱、培养皿、有

盖容器、粘板、螨计数工具、天平、试管、烧瓶、白油

凡士林混合物、滤纸等，并对相关使用条件进行了

说明。

2.4.2 供试螨类 规定了检测供试螨类为粉尘螨

的成螨或/和若螨，同时提示日常可以使用由啤酒酵

母、面粉和鱼粉等成分混合制成的并经灭菌处理的

粉末状饲料（粒度直径<0.1 mm）对螨类培养。

2.4.3 试样准备 规定了不同日化产品试样的准

备。类型包括液体试样、凝胶状或霜状试样、喷雾

试样、浓缩试样或粉剂。

2.4.4 试验步骤 该标准规定了驱避法、抑制法和

杀灭法的具体步骤。驱避法是短时间内（24 h）通

过计算相邻试样和对照样中螨类的数量差来反映

对螨类的驱避效果；而抑制法原理与之类似，是通

过数天的观察，对比相邻试样和对照样中螨类的生

长发育情况来反映抑制效果；杀灭法相对简单，将

待试样品直接作用于螨体，观察24 h后螨类的存活

情况，从而计算杀螨率。

2.5 结果计算 该标准规定了螨类驱避法、抑制

法和杀灭法的结果判定标准。杀灭法中采用校正

死亡率判定杀螨效果。

2.6 结果评价 该标准规定了驱避法驱螨效果、

抑制法抑螨效果和杀灭法杀螨效果。驱螨率、抑制

率和杀螨率≥60%表明产品有效，≥80%表明产品

具有较强的驱螨、抑制和杀螨效果，≥95%表明具

有极强的效果。

3 标准施行和宣贯重点

为充分发挥该标准在我国日化产品除螨效果

评价中的作用，加快规范我国日化产品除螨市场，

建议加大对该标准宣传贯彻的力度。

3.1 应加大螨类危害的宣传力度 随着螨类危害

性的不断揭示以及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需求的不

断提高，除螨成了重要的健康话题。但鉴于知识水

平的限制，多数群众对螨类的生物学特性及危害的

认知水平普遍较低，一些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夸大

宣传，致使部分群众产生了一定的认知误区。因

此，政府或卫生健康部门应积极开展螨类相关知识

的科普宣传工作，以消除群众的认知误区。作为消

费者应理性消费，在购买除螨产品时应进行多方比

较，以保护好自身权益。

3.2 应积极发挥行业的引导作用 近年来，除螨

产品在日化产品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但由于此类

产品在驱螨、抑螨和杀螨的效果评价上没有统一的

标准，不同企业产品的实际效果往往缺乏可比性。

因此，建议行业协会出台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引导

企业自觉使用该标准，以推动除螨行业的健康发

展。另外，鉴于除螨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企业之间

势必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行业协会应积极引导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开发新剂型、新成分，例如天然

植物杀螨剂等，同时应针对螨类抗性问题积极地提

出解决方案。

3.3 应广泛开展标准操作的培训 该标准的出

台，为相关检测机构开展驱螨、抑螨和杀螨性能评

价给出了详细的技术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应加大

标准操作的培训力度。由于粉螨体型小、种类多，

且样品获取方法不统一，在实际除螨效果评价过程

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在操作中应注意以

下细节：①供试螨类准备过程中，应该以粉尘螨的

成螨或/和若螨为试验对象，且应为相同条件下培

养而来。②在挑取供试螨类时，应在相同时间段完

成挑取并尽可能提高挑取速度，同时计数要准确。

冬季时室内温湿度尽量与培养箱温湿度保持一致，

避免挑取过程中造成螨类死亡。③培养所用饲料

与试验过程中所用饲料成分应保持一致，避免因饲

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螨类死亡。④粉尘螨是强烈

的过敏原，在试验过程中应做好防护，同时尽可能

防止螨的外溢。

4 结 语

该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国内外粉螨的孳生情

况及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调研，学习并研究了标

准制定的相关文件与要求，参考了部分螨类检测技

术规范，并广泛征求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

等领域专家的意见，确保了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

性。该标准的施行，将对我国除螨日化产品效果评

价工作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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