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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美容院內空氣品質之改善 

計畫編號: 104-2815-C-041-010-E 

摘要 

   近年來，大眾飼養寵物的比例與日俱增，從早期的看門顧家的功能及現今的

撫慰人心，對飼主而言寵物夥伴的角色已是無可取代之地位，於是寵物美容院、

寵物住宿、寵物醫院等對寵物相關供給市場應需而生。由於目前寵物美容院內的

格局並不完善，院內空氣中含有大量的生物氣膠，但大眾並不清楚空氣中生物氣

膠存在著危害人員之傳染病菌，由於政府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3 日

明確的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寵物美容院進行空氣品質

監測與改善並提升其環境衛生品質。研究中，寵物美容院內之生物氣膠濃度作為

研究對象，並以二氧化氯消毒劑進行環境之消毒殺菌以改善其室內環境，並利用

不同消毒方法、殺菌時間和不同殺菌時段條件下，評估二氧化氯於寵物美容院的

殺菌效果以便提供寵物美容院內環境改善之最適消毒劑及使用濃度。其步驟分別

為(1)寵物美容工作台表面微生物與室內生物氣膠之培養與室內空氣品質因子之

分析；(2)應用不同消毒劑氣霧於寵物美容院進行消毒殺菌；(3)評估不同消毒劑

對微生物之移除成效；最終評估二氧化氯實際應用之成效與其整體經濟效益。本

研究以二氧化氯純淨氣霧滅菌裝置針對寵物美容院內分別進行每日 1hr/次投藥

消毒法、2hr/次投藥消毒法及 3hr/次投藥消毒法進行消毒，結果顯示細菌的 1hr/

次投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毒及 3hr/次投藥消毒為 353.97 ± 213.80 CFU/m3、 

502.07 ± 252.19 CFU/m3及 491.57 ± 259.04 CFU/m3；真菌的 1hr/次投藥消毒法、

2hr/次投藥消毒及 3hr/次投藥消毒分別為 204.60 ± 91.42 CFU/m3、214.29 ± 150.04 

CFU/m3及 327.90 ± 717.20 CFU/m3。結果得知 1hr/次投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

毒與 3hr/次投藥消毒應用於寵物美容場所將有助於有效的降低室內生物氣膠污

染狀況。 

 

關鍵詞：寵物美容院、生物氣膠、室內空氣品質、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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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前言 

    現代社會中少子化現象越來越明顯，使飼養寵物的大眾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

現、迅速發展，也因寵物和飼主以及工作人員的進出將影響室內環境，使地

方空間之維護也備受重視。隨著現在人們對於養寵物的比例日漸增高，若無一

套自主管理的消毒系統，恐對寵物及室內人員造成危害，在室內場所中生物氣膠

受地理、社會環境及人員活動等因素影響。因此，為了了解寵物美容業之生物氣

膠污染現況，喚起國人的衛生防疫意識，防止和減少傳染病的發生，對寵物美容

業生物氣膠污染狀況進行了監測與評估。當人員進出數量較多、較頻繁時，空氣

中的懸浮微粒必會增加，為有效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在日常生活中維護室內環境

品質也日益重要，本研究依據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3 日公布室內

空氣品質管理法，定期執行室內空氣品質檢測，達到改善空氣品質之效果。因此

本研究選擇屬於較半密閉式及密閉式之空間作為主要研究地點，利用環檢所公告

之室內空氣中細菌濃度檢測方法與及室內空氣中真菌濃度檢測方法定量分析寵

物美容院之環境中生物氣膠之含量外，亦進行現場檢測室內空氣品質因子(如：

溫度、相對溼度、風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PM2.5、PM10、TSP等)。得知測試

區域之微生物污染情形。近十年來，建築物普遍採用空調設備，使建築物空間內

之使用人與室外環境相對隔絕，從外進入室內的空氣有限，不足以代換室內的二

氧化碳與其他空氣污染物，容易造成室內作業人員及寵物因為空氣污染而引發各

種疾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致使室內空氣中漂浮大量的生物氣膠，而致

病微生物就是附著於塵埃、飛沫等進行多種傳染性疾病的傳播。因此，本研究的

寵物美容院內所使用的消毒方法是利用中性之二氧化氯消毒劑應用於寵物美容

院內活動空間及寵物美容工作台表面進行殺菌消毒，並探討消毒方式對環境生物

性污染物存活之影響及殺菌效果，以便獲得綠色殺菌消毒劑氣態二氧化氯對公共

場所空間環境進行動態空氣消毒技術，從而切斷病毒微生物的傳播途徑，控制傳

染疾病流行，避免人員在進出室內場所時造成人體危害。室內微生物污染物包括

細菌、真菌、傳染病毒，在通風不良的室內空氣中可能有較多的致病微生物存在，

當這些生物性物質或是其產物經由各種動力懸浮於空氣中，公共場所流動人員較

大，亦影響該環境的空氣品質；若是這些懸浮微粒粒徑小至可經呼吸道進入人體

時，人員的健康將受到威脅，生物氣膠在空氣中四處擴散，若是具有致病者則微



4 

 

生物會很快經由空氣蔓延開來而出現病例。由國內外的許多文獻可知，在非工業

的室內環境中，人體攜帶之生物氣膠為造 成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而生物

氣膠 對人體的健康危害主要可分為三類：感染(Infection)、過敏(Allergy)與毒性

(Toxicity)等(張靜文，1999)，研究顯示，成人在靜止狀態每分鐘向空氣中排放 500-

1500個細菌(Hugh and Allan, 2002)。空氣中無固定之微生物群，一般情況下空氣

缺乏微生物能利用的養分，因此它不能在空氣中生長繁殖。空氣微生物群及生物

性顆粒都是暫時懸浮於空氣中，以小顆粒形式存在。空氣中生物性顆粒來源於土

壤、灰塵、水體、植物、動物和人類本身，生物氣膠有傳播範圍及暴露無可見性

之特性，都會造成空氣中生物氣膠的改變及空氣生物污染含量皆與人體疾病常有

相關，尤其台灣位處亞熱帶氣候溫暖潮濕，極適合微生物生長，因此空氣中經常

佈滿著源自植物表面所產生的真菌孢子和細菌(黃沛育，2011)。當氣流擾動時，

空氣中的真菌孢子會隨著氣流自戶外吹進室內，而孳生於建築物的通風或空調系

統中，尤其是附著於空調系統的濾網，若無定期清洗或更換，此時附著在表面的

微生物，又將隨著循環空氣流至建築物內任何角落，而凝結滋長形成黴斑。這些

黴菌粒徑約在3微米（μm）左右，特別容易沈積於人體呼吸系統，會對人體健康

構成威脅(江志欽，2011)。因此，我們必須對寵物美容院內進行空氣品質的監測，

判斷是否藉由戶外之懸浮微粒開關門進入室內，或是原本室內寵物的絨毛和飛沫

污染了室內的空氣品質。1995年ELS (Bellandi, 1995)曾探討二氧化氯在化學結構

上，是一種三原子分子的黃綠色氣體，其氣味與氯氣(Chlorine)相似。二氧化氯極

易溶解於水，並且能以氣體分子態溶解在水溶液中(室溫及大氣壓力30mmHg 時

溶解度為0.29 g/L)而不易水解，但是氯氣一旦溶解在水中，則會逐漸水解而影響 

作用效能。當二氧化氯處於高於11℃以上 的溫度環境時，即能脫離水溶液，汽

化揮 發於空氣中(相對於空氣時密度為 2.4)，溶液顏色亦逐漸由黃綠色轉變為無

色，此時的二氧化氯氣體分子進入室內空間中迅速擴散。寵物美容院內型態與辦

公室、醫院等場所不同，屬密閉性與半密閉性的空間，非生物性因子與生物性因

子的同時作用，即可能對於暴露達數分鐘的人群和寵物，造成身體不適等各種影

響。因此本研究期望能利用對人體無害性之二氧化氯進行消毒，進而使用極低濃

度即可達到對環境中各種微生物切斷傳染的源頭，保護人員之衛生安全，降低寵

物與工作人員及飼主間的交叉感染。即可作為改善寵物美容院內空氣空間的依據，

減少室內空氣中微生物含量，藉以讓飼主和業者可以更安心(江志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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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概述 

針對寵物美容院內空氣進行採樣以利進行其生物性污染物存在調查以及指標性

微生物的相關性分析。本研究以寵物美容院作為研究對象，並利用環檢所公告之

室內空氣中細菌濃度檢測方法(NIEA E301.12C)與室內空氣中真菌濃度檢測方法

(NIEA E401.12C)定量分析寵物美容院環境中微生物之含量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6)，亦進行現場檢測室內空氣品質因子(i.e., 溫度、相對溼度、風速、二氧化

碳、PM2.5、PM10、TSP 等)。得知測試區域之微生物污染情形之後，再使用自行

研發之二氧化氯配方應用於寵物美容院內活動空間進行殺菌消毒，以 0.3 mg/m3

的二氧化氯溶液氣霧於寵物美容院內活動空間進行消毒觀察對環境生物性污染

物存活之影響及殺菌效果，以便獲得二氧化氯對公共場所空間環境進行動態空氣

消毒技術，從而切斷病毒微生物的傳播途徑，控制傳染疾病流行。 

 

圖 1 寵物美容院採樣圖 (★採樣點；○施藥點；→出入口) 

2-2 研究步驟 

基於前述之研究方法，本研究之實驗步驟其細節分別說明之： 

1. 本研究將使用微生物空氣採樣器其採樣佈點按室內面積 ≥ 30m2，在四周各

設一點及中心點處共設五個採樣點，均距牆1m；室內面積 ≤ 30m2，即一對

角線上選三個採樣點，即中心選一個採樣點、兩端距牆1m處各選一個採樣

點，所採集的點置於呼吸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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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此寵物美容院內殺菌消毒前之空氣中細菌、真菌含量進行檢測取得背景

值；檢測時採用微生物空氣採樣器(MAS-100 Eco Microbial Air Sampler 

(Merck, Germany, 100L/min)在不同時間點對所測空間環境的空氣進行定時

定量採集空氣樣本，抽取定量之空氣流量為 100 公升/分鐘將其衝擊至培養

基中進行樣本之採樣，其採樣時間依環境中生物氣膠濃度經培養後，採用平

板計數法記取原始空氣中微生物的菌落數，作為殺菌消毒前的對照組。 

3. 獲得原始菌落數後，以使用自行研發之二氧化氯配方對選定之公共場所進行

殺菌消毒。一為二氧化氯放置於室溫中會以自然燻蒸方式，自然揮發散佈於

整個室內之空間，而達到獵殺細菌的目的。另以氣霧機氣霧方式將二氧化氯

散佈於整個室內之空間進行消毒。根據美國勞工安全衛生部（US OSHA）與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US NIOSH)對於二氧化氯氣體濃度的法規規定：八小

時平均時量容許濃度 (TLV-TWA) (Hsu et al., 2010)為 0.1ppm（相當於

0.3mg/m3）；在八小時工作時間，任意 15 分鐘內的最高氣體平均濃度值（TLV-

STEL）為 0.3ppm（相當於 0.9 mg/m3）(US OSHA, 2006)，初步選定 0.3 mg/m3

氣態二氧化氯殺菌消毒濃度，殺菌時間則初步確定為寵物美容院營業時間，

最終的期望能獲得在較低的殺菌濃度、合理的殺菌時間內，殺菌消毒效果最

好。 

4. 殺菌消毒完成後半小時，按照殺菌前的採樣方法採集殺菌後的空氣樣品，分     

析檢測其中細菌的菌落數，與對照組對比，即可知氣態二氧化氯對空間環境

殺菌消毒的影響因素，以獲得氣態二氧化氯對人員與寵物等室內場所空間環

境消毒的較佳殺菌消毒方法。 

5. 消毒方式對殺菌消毒效果的影響：在採樣區分別放置二氧化氯進行當日每間

隔1小時投藥消毒一次、2小時投藥消毒一次以及每間隔3小時投藥消毒進行。

經生物氣膠採樣分析結果，即可進行比較三種不同消毒方式之消毒殺菌效能。 

6. 統計分析:進行環境因子與菌落數之統計分析以了解是否具有顯著性關係，

進而判斷溫度、溼度、TSP、CO2等環境因子是否與細菌及真菌有直接關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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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寵物美容院為研究對象，因寵物美容院屬公共場所，檢測之室內空

氣中微生物含量是否過高，應依環保署最新公佈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標準為

依據，細菌的標準最高值為 1500 CFU/m3及真菌的標準最高值為 1000 CFU/m3。

為了保護顧客與店家人員的安全，在消毒期間，使用氣體二氧化氯安全的濃度 0.3 

mg/m3 作為試驗，當氣體二氧化氯消毒後開始計時消毒後 1 小時、2 小時、3 小

時、4 小時、5 小時、6 小時對空氣採樣配置圖(如圖 1)進行一式三份的採樣分析，

而消毒模式分別為每間隔 1 小時投藥消毒一次、2 小時投藥消毒一次以及每間隔

3 小時投藥消毒一次以下簡稱為 1hr/次、2hr/次及 3hr/次。 

1. 寵物美容院內之環境品質因子監測 

    根據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規定 CO2 標準值為 1000ppm、懸浮

微粒 PM2.5 標準值為 35μg/m3、PM10 標準值為 75μg/m3、細菌之標準值為最

大值不可超過 1500 CFU/m3 及真菌之標準值為最大值不可超過 1000 

CFU/m3。針對寵物美容院室內空氣品質監測以利進行評估改善之工作，監測

結果如表一所示，寵物美容院內之平均照度為 219.68 ± 90.78 LUX，平均溫

度為 28.48 ± 2.75℃，相對溼度為 66.43 ± 5.33%，平均風速為 1.25 ± 1.07ft/min，

平均 CO2濃度為 581.14 ± 98.37 ppm (<1000ppm)，平均懸浮微粒 PM2.5濃度

為 0.02 ± 0.01 mg/m3 ( < 0.035mg/m3)，平均懸浮微粒 PM10濃度為 0.05 ± 0.02 

mg/m3( < 0.075mg/m3)，細菌平均濃度為 1560.3 ± 1385.1 CFU/m3，真菌平均

濃度為 857.71 ± 137.42 CFU/m3如表 1 所示，寵物美容院內 CO2與懸浮微粒

PM2.5、PM10 所監測結果均符合環保署公告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標準。

由於寵物美容院內夜間並未營業，因此經過一個晚上的沉降後所測得之背景

值會較營業時間做消毒之後來的低。經過 1hr/次投藥消毒後的結果可得到細

菌平均濃度為 353.97 ± 213.80 CFU/m3，真菌平均濃度為 204.60 ± 91.42 

CFU/m3、2hr/次投藥消毒得到細菌平均濃度為 502.07 ± 252.19 CFU/m3，真

菌平均濃度為 214.29 ± 150.04 CFU/m3；3hr/次投藥消毒得到細菌平均濃度為

491.57 ± 259.04 CFU/m3，真菌平均濃度為 327.90 ± 717.20 CFU/m3，由此數

據結果可得知經由 1hr/次投藥消毒後的細菌及真菌最能有效被抑制到標準

值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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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寵物美容院內之二氧化氯消毒前後之監測情況(mean±SD) 

項目 Mean ± SD 

消毒前 

 

人數 2.49 ± 0.79 

照度 (LUX) 219.68 ± 90.78 

溫度 (度) 28.48 ± 2.75 

濕度 (%) 66.43 ± 5.33 

風速 (ft/min) 1.25 ± 1.07 

CO2 (ppm) 581.14 ± 98.37 

PM2.5 (mg/m3) 0.02 ± 0.01 

PM10 (mg/m3) 0.05 ± 0.02 

細菌 (CFU/m3) 1560.30 ± 1385.1 

真菌 (CFU/m3) 857.71 ± 137.42 

1hr/次消毒 

人數 2.19 ± 0.40 

照度 (LUX) 213.90 ± 44.04 

溫度 (度) 18.48 ± 0.24 

濕度 (%) 55.07 ± 3.84 

風速 (ft/min) 0.62 ± 0.64 

CO2 (ppm) 552.76 ± 132.07 

PM2.5 (mg/m3) 0.08 ± 0.13 

PM10 (mg/m3) 0.20 ± 0.34 

細菌 (CFU/m3) 353.97 ± 213.80 

真菌 (CFU/m3) 204.60 ± 91.42 

2hr/次消毒 

人數 2.11 ± 0.32 

照度 (LUX) 222.44 ± 87.49 

溫度 (度) 27.88 ± 2.35 

濕度 (%) 88.27 ± 4.44 

風速 (ft/min) 0.78 ± 0.81 

CO2 (ppm) 605.44 ± 131.77 

PM2.5 (mg/m3) 0.08 ± 0.11 

PM10 (mg/m3) 0.17 ± 0.24 

細菌 (CFU/m3) 502.07 ± 2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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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表 2 結果可以發現真菌與人數、溫度、溼度及細菌呈正相關、與時

間、消毒間距呈負相關，代表說人數多寡對於環境的擾動是有直接的關係，溫

度濕度會影響到細菌及真菌的生長。然而透過我們所選定的二氧化氯消毒劑來

進行消毒，再來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發現二氧化氯與細菌及真菌皆呈現負相關，

證明我們消毒劑的使用，對於室內的真菌及細菌能有效達到擊殺的作用。因此

我們透過 1hr/次二氧化氯投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毒法及 3hr/次投藥消毒法的

消毒間距來有效控制室內的空氣品質。 

表 2 菌落數與環境因子之相關分析 

 *. 相關性在 0.05 層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真菌 (CFU/m3) 214.29 ± 150.04 

3hr/次消毒 

人數 2.00 ± 0.00 

照度 (LUX) 269.61 ± 103.48 

溫度 (度) 29.43 ± 0.39 

濕度 (%) 70.64 ± 4.03 

風速 (ft/min) 0.50 ± 0.51 

CO2 (ppm) 541.22 ± 91.17 

PM2.5 (mg/m3) 0.05 ± 0.10 

PM10 (mg/m3) 0.13 ± 0.19 

 
細菌 (CFU/m3) 491.57 ± 259.04 

真菌 (CFU/m3) 327.90 ± 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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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毒方式對寵物美容院內細菌之影響 

    研究中採用二氧化氯投藥進行每間隔 1 小時投藥消毒一次、2 小時投藥消毒

一次及每間隔 3 小時投藥消毒一次以下簡稱為 1hr/次、2hr/次及 3hr/次表示，我

們在寵物美容院內採樣消毒地點分為三個點，分別為櫃檯區(A 點)、寵物住宿區

(B 點)及寵物美容區(C 點)。將二氧化氯溶液以氣霧方式噴灑於室內空氣中，利用

二氧化氯沸點 11℃(劉明哲等，2007；Hsu et al., 2015)低於室溫之特性，氣霧的過

程中會自然揮發致空氣中獵取空氣中微生物，其殺滅微生物之作用機制為對微生

物細胞璧有較強的吸附穿透能力，可有效的氧化細胞內含巰基的酶，還可快速抑

制微生物蛋白質的合成而破壞微生物(許菁珊等，2014)。當我們使用 1hr/次、2hr/

次及 3hr/次消毒來進行試驗，對於室內空氣中的細菌及真菌濃度消毒效果來進行

比較，細菌變化量為圖 2 所示，因寵物美容院內夜間並未營業，因此經過一個晚

上的沉降，空氣中的生物氣膠濃度會較低，當白天開始營業時，空氣中的微生物

會因為人員走動及寵物美容的關係所測得之生物氣膠便會超過環保署所公告之

標準值，因 A 點為櫃檯區鄰近門口所以與大門的開關有著相當的關係，當消毒

時，有人員的進出便會影響到消毒的效果，因此使 A 點細菌消毒效果變差。B 採

樣點為寵物住宿區，因為有數隻寵物狗寄宿，因此所測得之微生物量較其他採樣

點來的高(如圖 2 所示)，該場所於營業前測得之細菌背景值濃度較高，經二氧化

氯噴灑消毒後，隨著消毒後時間的增加其殺菌率也隨之提高，在消毒後一小時測

得細菌平均濃度均可低於環境保護署公佈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最大值

(<1500 CFU/m3)，真菌的濃度也低於環保署所公告的(<1000CFU/m3)。不同採樣

點(A 點、B 點、C 點)之細菌濃度於不同消毒方式消毒後之差異以長條圖表示，

每個長條圖中，含有背景及個消毒模式之標準差。此外，標示中之 A、 B、C 點

背景值和三種消毒模式，A、 B、C 點三點之背景值之標準差均大於 1hr/次、2hr/

次、3hr/次消毒方式，標準差越大則表示觀測值散佈越大，即細菌殘留量的背景

值結果因為環境的變動影響而施測結果細菌濃度變化大；A、 B、C 點三點透過

1hr/次、2hr/次、3hr/次消毒方式後，圖形可以更清楚看到變小，代表著觀察值散

佈變小，顯示經 1hr/次、2hr/次、3hr/次消毒方式皆有顯著消毒效果。A 點為櫃檯

區接近室外之門口，雖然空氣的擾動較大，但比較無寵物毛髮及寵物活動的情況，

因此採用 3hr/次投藥消毒即可有效的控制細菌濃度；B 點則為寵物住宿區，會因

為寵物的打噴嚏、甩動、吠叫，造成空氣中微生物的浮動，因此透過圖 2 得知需

以 1hr/次投藥消毒方式較為可行方法。C 點為寵物美容區，因人員的走動及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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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毛髮的關係造成微生物的飄浮，因此生物氣膠較為不穩動狀態，而透過圖 4

得到結論為 1hr/次、2hr/次投藥消毒和 3hr/次投藥消毒皆有明顯效果，但因為寵

物美容區，所以並不像 B 點會有寵物長駐的問題，微生物的增長皆在開始美容時

往上攀升，因此為了減少人力及消毒藥劑的耗損，暫無寵物進行美容時可考慮採

用 3hr/次投藥消毒法，如有寵物進行美容則可採用，2hr/次消毒法可有效的減少

空氣中的細菌。由圖 2 所示，因 B 點為寵物住宿間，因此空氣中微生物量較多，

也較不穩定，因此建議常駐消毒以減少空氣中微生物的增長，而在原本細菌背景

值高達 4500 CFU/m3，在進行 1hr/次投藥消毒後，寵物住宿區細菌分別降至 552 

CFU/m3、1178 CFU/m3、978 CFU/m3。因此寵物住宿區透過 1hr/次投藥消毒法較

能有效控制細菌及真菌濃度。C 採樣點為寵物美容區結果如圖 2 所示，C 點夜間

並未營業，因此氣膠經過一個晚上的沉降，真菌及細菌之背景值也有偏低的趨勢，

然而因營業的關係，C 點採樣因有寵物進行美容的關係及人員的走動及寵物修剪

毛髮的關係，造成微生物的飄浮因此我們利用 1hr/次投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

毒法及 3hr/次投藥消毒法於 C 採樣點時，發現 1hr/次投藥消毒法比 2hr/次投藥消

毒法及 3hr/次投藥消毒法可以更有效的抑制空氣中的微生物，也可因應有無寵物

來控制我們的消毒時間，寵物美容區無寵物時可採用 2hr/次投藥消毒法來節省我

們的消毒劑與人力分配。 

 

圖 2、細菌殘留量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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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毒方式對寵物美容院內真菌之影響 

    研究中採用二氧化氯投藥進行每間隔 1 小時投藥消毒一次、2 小時投藥消毒

一次及每間隔 3 小時投藥消毒一次以下簡稱為 1hr/次、2hr/次及 3hr/次表示，我

們在寵物美容院內採樣消毒地點分為三個點，分別為櫃檯區(A 點)、寵物住宿區

(B 點)及寵物美容區(C 點)。經二氧化氯噴灑消毒後不論是 1hr/次、2hr/次亦或是

3hr/次投藥消毒法，皆隨著消毒後時間的增加其殺菌率也隨之提高，在消毒後一

小時測得真菌平均濃度均可低於環境保護署公佈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最大

值(<1000CFU/m3)。由圖 3 可以發現真菌殘留量顯示 A、B、C 三點的背景值差異

不大，雖然不像圖 3 細菌背景值散佈較大，但也因為超過環保署所公告的之標準

(<1000CFU/m3)，因此也需進行消毒來改善寵物美容院內的空氣品質。此外，標

示中之 A、 B、C 點背景值和三種消毒模式，A、 B、C 點三點之背景值之長條

圖均大於 1hr/次、2hr/次、3hr/次消毒方式，真菌殘留量的背景值結果因為環境的

變動影響而造成施測結果真菌濃度較高；A、 B、C 點三點透過 1hr/次、2hr/次、

3hr/次消毒方式皆有可有效的減少空氣中的真菌濃度具有顯著消毒效果且皆可符

合室內空氣品質法之標準。 

 

圖 3、真菌殘留量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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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hr/次投藥消毒法與總懸浮微粒及室內生物氣膠之關係 

     透過表 3 發現，1hr/次投藥消毒法真菌與消毒時間呈現負相關，代表著消

毒時間的增加，空氣中的真菌即減少；TSP 與細菌、真菌呈現正相關，表示

TSP 的增減也會對細菌及真菌均造成影響。  

 

表 3  1hr/次投藥消毒法與細菌、真菌、TSP 之相關性 

項目 消毒時間 細菌 真菌 

細菌 -0.010   

真菌 -0.170** 0.080  

TSP -0.371 0.897** 0.572**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透過表 4 結果發現，2hr/次投藥消毒法中，消毒時間與真菌呈現負相關，代

表著消毒時間的增加可以有效的降低空氣中的真菌，而細菌與真菌則產生正相

關，代表細菌的增加也會帶動著真菌的增加。 

表 4  2hr/次投藥消毒法與細菌、真菌、TSP 之相關性 

項目 消毒時間 細菌 真菌 

細菌 -0.064   

真菌 -0.164** 0.100*  

TSP -0.144 0.080 0.480 

*. 相關性在 0.05 層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透過表 5 結果發現，3hr/次投藥消毒法中，TSP 與消毒時間產生負相關，代

表著消毒時間增加，增加空氣中的 TSP 懸浮微粒沉降。 

表 5  3hr/次投藥消毒法與細菌、真菌、TSP 之相關性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項目 消毒時間 細菌 真菌 

細菌 -0.040   

真菌 -0.077 0.076  

TSP -0.294** 0.001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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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結果，寵物美容院內之生物氣膠濃度會超過環保署所公告之室內空

氣品質管理法規定之標準，應用二氧化氯消毒劑於寵物美容院內進行不同消毒方

式(1hr/次、2hr/次、3hr/次投藥消毒法)對室內生物氣膠濃度皆有消毒殺菌之效能，

可有效的控制生物氣膠濃度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規定之標準。 

 

5. 使用二氧化氯消毒寵物美容台之殺菌率 

    寵物美容台進行採樣消毒時利用 20x20cm的擦拭紙加入 16 mL濃度 50 mg/L

的二氧化氯擦拭後進行三個間隔時段的採樣，分為為消毒後 2 分鐘採樣、消毒後

5 分鐘採樣及消毒後 10 分鐘採樣，因寵物美容台在使用上次 

數不一，因此採樣之樣本分為使用過以及當天尚未使用的寵物美容台，當我們經

過採樣分析後，發現二氧化氯殺菌率在消毒後 2 分鐘時即可達到 99%殺菌效果，

殺菌效果奇佳，因此建議店家在進行美容台清洗時，適當加入二氧化氯可以大量

減少寵物美容台的細菌，可避免寵物進行寵物美容時傷口不慎感染細菌，甚至有

交叉感染之疑慮及風險。 

 

表 6 應用二氧化氯於寵物美容台之殺菌率 

 

 

 

 

 

消毒時間 
平均殺菌率(%) 

經過使用的寵物美容台 尚未使用的寵物美容台 

2 分鐘 99.55 98.37 

5 分鐘 99.85 98.48 

10 分鐘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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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1. 本研究以二氧化氯純淨氣霧滅菌裝置針對寵物美容院內進行每日 1hr/次投

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毒法及 3hr/次投藥消毒法進行消毒，結果顯示細菌

的 1hr/次投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毒及 3hr/次投藥消毒為 353.97 ± 213.80 

CFU/m3、 502.07 ± 252.19 CFU/m3及 491.57 ± 259.04 CFU/m3；真菌的 1hr/

次投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毒及 3hr/次投藥消毒分別為 204.60 ± 91.42 

CFU/m3、214.29 ± 150.04 CFU/m3及 327.90 ± 717.20 CFU/m3。結果得知 1hr/

次投藥消毒法、2hr/次投藥消毒法與 3hr/次投藥消毒法應用於寵物美容場所

將有助於有效的降低室內生物氣膠污染狀況。 

2. 本研究利用二氧化氯消毒劑釋放於室內空氣進行消毒，可達到降低寵物美容

院內生物氣膠濃度之目的，殺菌消毒效果符合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規

定之標準。 

3. 利用氣霧的方式將二氧化氯均勻氣霧於室內各角落，可達到相當範圍的殺菌

效果。並提供適用之二氧化氯有效率氣霧散播模式與有效消毒濃度，以供未

來寵物美容院內空氣消毒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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