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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防护口罩材料病毒过滤效率评价测试
方法 Phi-X174噬菌体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Phi-X174噬菌体悬浮液为替代微生物,对医用防护口罩或口罩材料进行病毒过滤

效率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有病毒过滤效率评价要求的医用防护口罩或口罩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病毒 virus
无独立的代谢系统,只能在活的宿主细胞内复制的具有感染性的微小生物。

3.2
噬菌体 bacteriophage
能感染细菌的一种病毒。
注:本试验方法中,噬菌体即指Phi-X174。Phi-X174对人类不是致病病毒,但可用于模拟对人类有致病性的病毒。

3.3
溶解 lysis
整个细菌细胞裂解或破坏。
注:本试验方法中,大肠杆菌作为宿主细胞因Phi-X174侵入而引起溶解。

3.4
噬菌斑 plaque
(病毒学)理论上由单个活病毒感染、溶解宿主细胞而形成的清晰可见区域。
注:本试验方法中,噬菌斑即指琼脂层上E.coliC的菌落中的清晰可见区域,理论上是单个存活的Phi-X174感染

和溶解细菌的结果。

3.5
空斑形成单位 plaque-formingunit
PFU
通过感染和溶解琼脂上层的细菌而产生噬菌斑的病毒粒子。

3.6
替代微生物 surrogatemicrobe
用于模拟致病性微生物的模式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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