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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炎黄医养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稀土产业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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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以三年封控管理的方式和巨大代价，取得了遏制疫情大面积传播的阶

段性成绩。但随着“新十条”防疫政策的放开，不到一个月时间，第一波次全国已有 90%约 11 亿人感

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国内各地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亚分支毒株有 130 多个，第一波感染的

人还会有二次甚至多次感染不同毒株的潜在危险性，疫情常态化导致整个社会防疫面临巨大挑战，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亟须得到有效的安全防护保障。

本文件应用一个非医疗方式的稀土双态抗菌防疫技术解决方案，用于构建新冠疫情抗菌防疫的第

一防线，对文娱场所工具应用场景内的环境表面和内部空气进行静态抗菌清洁和动态消毒净化，起到

有效灭杀病毒阻断疫情传播链的作用，实现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文娱场所领域创建一个较为系统的

抗菌防疫和管理体系。

本文件的制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为政策依据。主要条款有：第二条，国家对传

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结合、分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的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体

系。第九条，国家支持和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居

民、村民参与社区、农村的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第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设

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第六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文娱场所社区、农村基层传染病预防

工作的经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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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建设项目、技术要求、建设要

求、管理要求、评价与标识、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文娱场所内部空间的抗菌防疫建设。其他乡村文娱场所工具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抗

菌防疫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8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WS/T 648-2019 空气消毒机通用卫生要求

WS/T 650-2019 抗菌和抑菌效果评价方法

T/BYXT 035-2023 稀土抗菌防疫工程管理规范

T/BYXT 052-2023 稀土抗菌防疫城市建设体系要求

T/BYXT 053-2023 稀土双态抗菌防疫技术要求

T/BTXT 054-2023 防疫管理体系要求

《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 卫生部（卫法监发[2002] 282 号）

3 术语和定义

WS/T 650、T/BYXT 053 界定的与下列术语和定义中的内容适用于本文件。

3.1

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 Rare earth antibacterial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应用稀土双态抗菌防疫技术，对文娱场所内部空间场所的环境物表、室内空气进行静态抗菌清洁和

动态消毒净化，营造抗菌防疫的安全环境和运营空间，阻断疫情传播的文娱场所管理体系。

4 总体原则

4.1 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应以文娱场所工具抗菌防疫功能的构建为重心，重点在文娱场所工具

环境物表和内部空间等场所涂覆稀土双态抗菌防疫消毒因子，起到消毒灭菌构建第一防线和清除污染净

化空气的双重作用。

4.2 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应以公共文娱场所服务场所建设为引领，带动社会商业机构和社会第

一责任人积极参与建设，共同履行传染病社会防护责任，构建文娱场所场景的全社会防疫体系。

4.3 抗菌防疫文娱场所管理体系建设，应以文娱场所管理主管部门统筹管理为宗旨，从技术防控到运营

管理建立全流程管理的体制机制，落实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相关责任，构建文娱场所抗菌防疫安全堡垒，

奠定全民安全防控阻断疫情传播的文娱场所内部防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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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应采用稀土抗菌涂装覆膜和离子消毒净化技术，物料和设备均以标准

化定制为主，应做到施工安装便捷，建设周期短，作用时间长，无耗材，运营维护成本低，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兼顾。

5 建设项目

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项目，见表 1。

表 1 建设项目

序号 类别

项目

场景 环境物表 环境空间

1 电影院 大厅、放映厅
展架、展柜、购物车、购物篮、收银台、

桌子、椅子、内墙、卫生间

室内空间2 博物馆 展厅
展架、展柜、前台、椅子、内墙、卫生

间

3 KTV 大厅、包厢
前台、话筒、购物篮、桌子、椅子、卫

生间、内墙

4 棋牌室 大厅、包厢 前台、牌桌、椅子、卫生间、内墙

5 图书馆 大厅、图书室
展架、展柜、桌子、椅子、内墙、卫生

间

6 技术要求

表 1建设项目应采用稀土双态抗菌防疫技术，应按照 T/BYXT 053 的规定执行。

7 建设要求

7.1 消毒因子分布要求

表 1建设项目的消毒因子分布，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 消毒因子分布要求

项目 静态涂装覆膜消毒因子 动态低温离子消毒因子

分布要求 A～A++

注：消毒因子分布分级要求，应符合 T/BYXT 050-2023 第 6.3 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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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抗菌消毒要求

表 1建设项目的抗菌消毒性能，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抗菌消毒性能要求

项目 新冠病毒抑制率 自然菌消亡率

指标要求

静态涂装覆膜抗菌

90.00%～99.99%
动态低温离子消毒

注：试验方法应符合 WS/T 650、T/BYXT 053 和《消毒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7.3 空气净化要求

表 1建设项目的空气净化要求，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 4 空气净化要求

项目 甲醛（mg/m
3
） PM2.5（mg/m

3
）

指标 ≤0.20 ≤0.05

注：按《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 规定的指标和试验方法进行，达到规定指标定义为优级。

7.4 检验检测与试验方法

表 1建设项目的检验检测与试验方法，见表 5。

表 5 检验检测与试验方法

检验检测方式 量检
a

定检
b

试验方法 模拟现场试验法 现场试验法

a
量检应采用模拟现场试验法。其中，新冠病毒检验检测试验菌种及编号为 SARS-COV-2 病毒（WIVO4，GenBank：

MN996528.1）。

b
定检应采用现场试验法，应用新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注：现场或模拟现场试验方法，应按照《消毒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进行。

7.5 质保要求

表 1建设项目的质保要求，见表 6。

表 6 质保要求

序号 项目 质保要求
a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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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温离子消毒净化器 核心部件质保 10000 小时或 3年 以先达到条件为准

2 空间环境物表涂装覆膜 质保 3-5 年 良好养护条件下 5 年

3 配套设备设施涂装覆膜 质保 3-5 年 良好养护条件下 5 年

a
质保管理应符合 GB/T 19001 的相关要求，应达到最佳产品实现和服务提供效果。

8 管理要求

8.1 角色管理

8.1.1 主管部门

应由文娱场所管理主管部门位作为建设与管理责任人，履行保障公民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的责任和

义务。

8.1.2 社会组织

应由相关社会组织作为建设监督与评价管理责任人，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公正第三方的社会化组织作

用，履行抗菌防疫管理体系的设计、建设、运营、监督、评价管理等相关责任和义务。

8.1.3 文娱场所运营机构

应由文娱场所运营机构作为建设与管理责任人，积极主动建设抗菌防疫文娱场所，构建内部文娱场

所安全防线，保障疫情安全防控与经济生活秩序稳定，履行机构法人对传染病预防与经济发展的双重责

任和义务。

8.2 建设管理

应按照 T/BYXT 035 稀土抗菌防疫工程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8.3 运营管理

8.3.1 服务时间

文娱场所运营机构应制定建设项目的抗菌防疫运营服务时间，按运营起始时间提前 20 分钟启动离

子消毒净化设备，按终止时间延迟 10 分钟关闭离子消毒净化设备。

8.3.2 服务标识

文娱场所运营机构应在建设项目场所显著位置标识本文件要求的服务项目，包括消毒因子分布分

级、空气净化等级、消毒灭菌等级等评价标志，以及服务时间、服务提供机构、评价依据等。其中，评

价标志应符合 9.2 的要求。

8.3.3 项目标识

文娱场所运营机构应在建设项目外部显著位置标识稀土双态抗菌防疫项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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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设备运维

文娱场所运营机构应按照离子消毒净化设备运维要求检查设备日常运行情况，包括供电线路安全、

设备核心部件工作稳定性，等离子体密度，风量控制，以及进口滤网的清洁等项目。

8.3.5 物表保洁

文娱场所运营机构应对涂装覆膜的环境物表进行日常保洁，做到物表无遮盖、无覆尘、无污损，保

持环境物表的清洁。

8.3.6 定期检测

文娱场所运营机构应委托卫生防疫检验检测机构定期在建设项目环境物表、空间空气取样检测流行

病菌情况，确保稀土涂装覆膜和离子消毒净化设备设施起到抗菌防疫的作用。

8.4 防疫体系管理

应按照 T/BYXT 054 防疫管理体系要求的相关规定执行。

8.5 负面清单管理

依据本文件创建的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项目，因各建设项目场景不同，会出现消毒因子分布不均

衡以及管理不达标等影响抗菌防疫效果的负面因素，相关责任人应做到充分了解与认知，并应做好应对

管理工作。负面清单管理见表 7。

表 7 负面清单管理

序号 项目 内容

1 消毒因子与防疫

1.消毒因子对传染病菌起到消杀作用，但其消杀病毒能力的强弱不代表防疫能力的强弱。

2.防疫能力还取决于消毒因子的覆盖分布与持续作用时间两个关键因素。

3.应在文娱场所项目建设设计时把物表涂装覆膜消毒因子分布分级设计建设为 A++级，在

项目运营时应严格控制以保障离子消毒净化设备的运营作业时间。

2 范围与边界

1.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文娱场所项目建设场景，抗菌防疫保障范围仅限于消毒因子分布和涂

覆的区域，在此安全区域边界外，仍存在疫情传播和感染潜在危险的非安全区域。场景建

设责任人应如实公示抗菌防疫消毒因子涂覆分布的范围与边界，服务标识应符合 8.3.2 的

要求。

2.进入文娱场所工具的自然人在履行防疫第一责任人责任时，应充分了解和认知抗菌防疫

安全区域和非安全区域。选择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工具时，应以 8.3.4 规定的项目标识为识

别判定依据。

3 维护与运营

1.采用本文件要求创建的文娱场所项目抗菌防疫场所，对消毒因子涂覆物表和离子消毒净

化设备应按规定进行妥善维护，以保障其处于良好作业状态。应符合 8.3.5 的要求。

2.抗菌防疫场所责任人应保障消毒因子的作业时间符合 8.3.1 运营作业时间的规定。

3.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场所内部有空间格局发生改变的，应创新评估消毒因子的覆盖和分布，

以保证抗菌防疫的作业效果不受影响。



T/BYXT 042-2023

6

表 7（续）

4 物料与辅助

1.创建抗菌防疫文娱场所项目所需的物料和设备设施，均应符合 T/BYXT 053-2023 第 6 章

的要求，并经验收合格。

2.在已创建的抗菌防疫文娱场所项目正常作业情况下，不再需要应用其他消毒剂产品进行

辅助消杀作业。

3.特殊情况下需要使用其他消毒剂产品进行辅助消杀消毒时，应避免消毒剂喷洒到涂装覆

膜物表和离子消毒净化设备上，以免对其产生意外损害和影响。

5 安全与隐患
1.设备用电安全应严格按照现有文娱场所工具的规定执行，以免发生用电安全事故。

2.易对负氧离子发生过氧反应的过敏乘客，应注意防护以免发生意外致敏状况。

6 禁忌与注意事项

1.对静态涂装覆膜的消毒因子物表，应禁止遮挡物覆盖，保障物表处于清洁状态。

2.对动态等离子体消毒因子在内部空间的分布，应禁止遮挡物阻隔出风口，以保障内部空

间有效循环风量的正常交换。

3.在已创建的抗菌防疫场文娱场所项目场所内的工作人员，以及进入文娱场所场所的其他

人员，应履行第一责任人的防护责任，佩戴口罩、保持适当接触距离，不随意触摸文娱场

所项目场所内的物品器具，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等。

7 评价与服务

1.稀土双态抗菌防疫评价，应由获得本标准归口单位授权的组织提供抗菌防疫评价服务。

2.评价组织开展抗菌防疫评价服务，应依据 T/BYXT 052.T/BYXT 053 的相关规定进行。

3.抗菌防疫评价项目应包括静态涂装覆膜和动态离子消毒净化建设项目，以及建设项目场

所的消毒因子分布分级、空气净化等级、消毒灭菌等级等项目，以上均不得有漏项。

4.评价服务所产生的评价结果，应采用符合 9.2 要求的评价标志标识在相应的场所。

9 评价与标识

9.1 评价

9.1.1 评价规则

应按 T/BYXT 002-2022 第 6 章评价规则的要求执行。

9.1.2 评价指标

9.1.2.1 消毒因子涂覆分级评价，应以表 2 消毒因子分布分级指标为依据。

9.1.2.2 消毒灭菌等级评价，应以表 3 的评价指标为依据。

9.1.2.3 空气净化等级评价，应以表 4 空气净化指标为依据。

9.2 标识

9.2.1 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项目评价。其中，抗菌防疫公交消毒因子涂覆分级为 A++，空气净化

等级为优级，消毒灭菌等级为五星级的评价标志，见图 1。其他项目参照图 1的范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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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稀土双态抗菌防疫文娱场所评价标志

9.2.2 评价标识应实行数字化应用管理，为消费者提供防伪和溯源服务。

10 持续改进

10.1 监督

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评价、改进等均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应建立监督

管理和信息回馈机制。

10.2 客户满意

应持续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根据客户反馈意见，对抗菌防疫文娱场所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瑕疵进行改进。

10.3 投诉

应建立和保持有效处理客户投诉的程序，并保留投诉处理全过程的记录。包括投诉的接受、登记、

确认、调查、跟踪、反馈。

10.4 改进

应该持续改进稀土抗菌防疫文娱场所建设、运营、管理、评价体系的有效性，促进项目建设体系的

健康发展，以消除不符合或潜在不符合项目建设体系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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