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央视曾经播放了一
期名为“手机真的很脏吗？”的节
目，在节目中，实验人员随机对街
头的被采访对象的手机进行取
样，其中包括出租车司机的手机、
小朋友玩的手机以及经常对手机
进行擦拭的人士。结果发现，取样
的手机细菌经过培养， 在培养皿
中均长出了面积不小的菌落。与
此同时， 节目组还对ATM机按
键、电梯按键、冲水马桶按键上的
细菌也进行了取样， 结论显示都
优于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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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炉：
手机没有那么脏

手机究竟会不会比马
桶水脏？根据鉴定的结果，
10部随机征集的手机，没
有一部检测出含有大肠杆
菌。 两个门把手提取的样
品中也不含大肠杆菌，鉴
定组提供的两个马桶水样
品中检测出大肠菌群，分
别 是 62CFU/100mL 和
34CFU/100mL。

而另一测量指数菌
落总数方面，根据国家出
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 （GB5749-2006），饮
用水的菌落总数指标限
值为100CFU/mL， 饮用
水 的 大 肠 菌 群 标 准 为
0CFU/mL。以此标准，10
部手机中，有实验人员提
供的2部手机菌落总数超
标， 其中6号手机样品超
标最多，超标5倍以上。两
个门把手都没有超标。两
个马桶水样品超标最多，
分别达到了4.8X10的四
次方CFU/mL和2.32X10
的三次方CFU/mL。

本次检测初步考虑
到被检测手机的清洁程
度、 使用者的卫生习惯，
甚至手机不同位置的细
菌数量不同等因素。

鉴定本次试验抽取
的样本也只是很小的一
部分，如果真的想用科学
手段检测“手机和马桶谁
更脏”， 这将是一个工作
量浩大的工程，将需要抽
取更多的手机，更多的马
桶水，进行更多种的对比
试验。所以，通过这次试
验， 鉴定可以确定的是，
单纯以“手机比马桶水还
脏”作为一个确定的事实
依据来宣传，有些夸大手
机的卫生问题。

手机真比马桶水还脏？
不必恐慌，没有那么夸张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

“细菌其实无处不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时时刻刻都
存在着各种细菌。”钟瑜表示，即便是检测出手机上有细
菌，其实也没有必要恐慌。“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曾经检测
过人的手， 我们的手上每天都有10的3次方的菌落总数，
但我们一样每天生活的很好。”钟瑜还表示，每个人对细
菌的抵抗力不同， 健康的人才不易生病。“所以， 加强锻
炼，注意卫生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鉴于现在人们和手机发生“亲密接触”的时间越来越
长， 钟瑜建议还是应该注意对自身手机的清洁工作。“手
机每周消毒一次是有必要的。 用75%的医用酒精或者市
场上的消毒湿纸巾擦拭手机，即可达到清洁消毒的作用，
非常方便。” ■来源：南方都市报

5月5日，在广州中科检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记者对十
部随机征集的手机、随机收取
的门把手、2个不同马桶的马
桶水进行测试。 使用的仪器
有：烧杯、试管、棉签、酒精灯、
生理盐水、生物安全柜、培养
皿、培养基、移液管、生化培养
箱。 看一看日常使用的手机，
是否真的比马桶水、门把手更
脏 。 本 次 鉴 定 采 用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在这次试验中，这十台手
机中最长是使用了4年时间，
最短使用一年时间， 其中，不
少手机每天的使用频率都极
高，基本“机不离手”的状态。

本次试验的目的是“手机
会不会比马桶水更脏”， 为了

取到进行参照对比的鉴定样
品，鉴定君也是拼了，自带家
中的马桶水到检测机构进行
测试。而且，为了参照样品的
结果更严谨，鉴定组分别从两
个家庭提取了马桶水进行检
测。

除了马桶水之外，此次试
验还选择了门把手作为手机
细菌多少的另一参照物。“门
把手人来人往，都会握，接触
的细菌数次数和机会都很多，
脏的程度也不可小觑。” 工程
师带着鉴定组，特意选择了办
公室门把手以及人员流动比
较密集的接待室门把手分别
进行取样。“这两个地方接触
的人比较多，办公室的门更是
所有人每天都要握的。” 负责
实验的林工程师表示。

为了细菌培养， 用浓度为
0.85%生理盐水将棉签蘸湿之
后，涂抹一遍手机的上下表面、
四周等六个表面， 最后将棉签
把手部分折断， 把有棉絮的一
半投入之前的生理盐水试管
中。

因为样品中的细菌数量庞
大，难以计数，需要对样品原液
进行稀释，再按照比例，计算出
原样品中到底包含多少细菌。
“我们主要检测的是大肠菌群
和菌落总数两个数据。”中科检
测分析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钟
瑜表示， 这两个也属于国家规
定需要检测的饮用水水质常规
检测指标。“大肠菌群是肠道致
病菌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数
量多到一定程度， 也意味着引
起腹泻等疾病症状的几率会越
高。”

样品的稀释过程需在无菌
环境下进行。 实验人员首先用

酒精棉将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柜
操作台面擦拭一遍。之后，将样
品放到完全无菌的生物安全柜
上。 生物安全柜温度保持在
25℃左右， 湿度保持在58%，
内部的循环风保证柜内的环境
一直无菌。

稀释之后的样品被放入培
养皿中， 再倒入结晶紫中性红
胆盐培养基。 固体样品需要处
理后，变为液体才可进行检测。
马桶水本身就是液体， 可以直
接拿移液管吸取滴入培养皿倒
入培养基观察。 马桶水同样也
稀释两次。 所有的样品都稀释
完毕，并倒入培养基后，需静置
十几分钟， 待培养基凝固后再
进行培养。“将培养皿倒置，不
再有液体流出便算凝固成功。”
钟瑜表示。

之后， 将全部培养皿放入
37℃恒温的生化培养箱48小
时，等待结果。

精心圈定鉴定物品

细致安排鉴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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