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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有经过空调的过滤系统传播的可能，开车时开窗通风是最有效的方法，
尽量不使用空调。

汽车空调通风模式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循环模式下关闭车内外气流通道，风

机从车内吸入空气；外循环模式下车内外气流通道打开，风机从车外吸入空气，但无

论通风模式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车内空气均需经过空调滤芯净化后进入车内。

汽车空调滤芯的目的是过滤空气中包含的杂质，如花粉、细菌、粉尘等，为车内提

供洁净空气。目前，绝大部分车辆使用的空调滤芯分为普通滤纸型滤芯、活性炭滤芯

和高效空气过滤器（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HEPA）滤芯三种。大部分车

型原厂配备普通滤纸型滤芯，只对较大颗粒粉尘具备过滤效果；部分车型配备活性炭

滤芯，可吸附异物和甲醛，但未针对病毒专门设计；部分车型直接配备HEPA滤芯，对

PM2.5颗粒的过滤效果类似N95口罩。

普通滤纸型和活性炭滤芯不能有效过滤新冠病毒。HEPA空调滤芯对直径大于等

于0.3微米颗粒阻拦效率99.97%。人类打喷嚏和咳嗽形成飞沫直径一般大于0.74微

米，因此HEPA在设计上具备过滤病毒所依附飞沫的作用。但HEPA滤芯需要及时更换，

否则可能丧失过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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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冠病毒能经过汽车空调的过滤系统传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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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空调，新冠病毒还有哪些途径经过汽车传播？

3. 长时间停放不用的汽车，需要进行全车消毒吗？ 
在车窗关严的情况下密闭性较好的车厢内成为了天然的“隔离间”。事实上，如果

不是途经疫区或搭乘过病患，一般情况下车厢内并不需要特别的消毒处理。日常以清

洁为主，预防消毒为辅，开窗通风是首选。不过，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车上的成员应该

避免自身接触外界病菌后带来的交叉感染。

另外，如果车长期停放在地下停车场等空气流通较差的密闭环境，在上车后应该

尽快开出车库，与此同时打开空调内循环对车内空气进行过滤。

私人汽车在较空旷的道路上行驶时，车内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的风险较低，不需要佩戴口罩。在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区域慢速

行驶时，打开车窗也会增加感染风险。应关闭外循环、佩戴口

罩，以降低感染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也可通过接触传播，如门把手、方向盘、汽车内

饰等。不同驾驶员短时间内驾驶同一辆车也有接触感染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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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几种大家比较关心的全车消毒的方法：

缺点：如果长时间使用臭氧消毒会使车内橡胶老化。而且汽车装饰美容店的臭氧

机质量良莠不齐，每次消毒的价格也高低不等。这种消毒效果要满足三条件：臭氧

浓度，车内温湿度要合适。另外，臭氧对人有害，有安全隐患。

缺点：由于操作复杂，消毒时间过长，以及由于蒸汽可能会对车内的电子系统产程

不良影响等，因此目前用得不多。

a

臭氧消毒
利用一个能迅速产生大量臭氧的汽车专用消毒机来消毒。臭氧是一种高
效广谱快速的杀菌剂，可以杀灭多种病菌和微生物，当其达到规定浓度
后，消毒杀菌可以迅速完成。
臭氧消毒操作起来简单，将一根接着汽车专用消毒机的胶管伸入车舱内
并打开汽车空调，利用空调的空气循环将高浓度臭氧送到车内的每个角
落，时长一般几分钟即可。

b

蒸汽消毒
蒸汽消毒是比较传统的汽车消毒方法，先用普通清洁剂对车辆进行清
洁，并用保护剂或干洗护理擦拭，清洁车室、地毯、脚垫、座套，然后再车
内喷清洁剂、杀菌剂，最后用高温蒸汽进行消毒。杀菌剂内部含有能产生
分解臭源的酶，从而能清除异味和细菌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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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二氧化钛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才能产生作用，而紫外线对人体有一定的

伤害。有些车贴的太阳膜会阻隔掉紫外线，因此会影响光触媒消毒的效果。

注意：以上这些方法只适用于普通家庭生活消

毒，如果你的车辆曾经被确诊病人通过打喷

嚏、呕吐等体液污染过，应按照卫生部门对病

患污染物的专业指导进行消毒。

c

光触媒消毒
二氧化钛是一种光催化剂，它见光后可以产生正负电子，其中正电子与
空气中的水分子结合产生具有氧化分解能力的氢氧自由基，而负电子则
与空气中的氧结合成活性氧。氢氧自由基和活性氧均具有强有效杀菌能
力，对于车内常见的甲醛、氨和苯等化合物具有分解作用，同时还可以清
除车内的漂浮细菌。二氧化钛可以被一种特殊的树脂固定在车内，所以
消毒效果持久，一般进行一次可以保持功效2年左右，费用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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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假过后，首次开车需要注意什么？

上车前先用消毒液对车辆的门把手进行擦拭消毒，防止接触传播。

第一步：消毒

检查电瓶：车辆长时间置放会导致电瓶亏电，尤其是老车的电瓶衰减
严重，久置后容易造成点火障碍，所以在开车前应及时检查电瓶，如果
顺利点火需要让车辆短暂蓄电后再出发。

检查机油：机油往往是人们容易忽视的地方，车辆静置久后机油容易
发生变质，所以在启动后应该查看自身机油尺，并且观察上方机油颜
色，是否变色机油变质，如果变质需及时进行更换处理。

检查胎压：汽车久置后容易导致轮胎气压变低，所以上车前一定要检
查汽车胎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胎压传感器，如果未配有传感器
可用脚用力踩压轮胎判断是否缺气。

气路清洁：上车时要先将车门开启通风后再进入，通风后打开外循环
让空气流通，同时如果感到空气有异味，请及时清理空调管道及更换
滤芯。

第二步：检查

在疫情严重的当下，要根据具体情况对车辆的外表面进行进一步消
毒，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乘坐人的负责。车内如无可疑接触，
可以只做彻底清洁，如有可疑接触应进行消毒处理。

第四步：进一步消毒

外部清洁与内部清洁

第三步：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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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疫情期间在哪停车好？室外通风处还是地下停车场？

6. 如何进行有效的车内通风？

地下或室内停车场作为公共区域，拥有
较高的人员流动性，室内停车场的空间封
闭，气流缓慢，飞沫和气溶胶沉降缓慢。相对
来说，户外停车场空气流动性强，安全性更
高。

巧用空调通风：在车内发动引擎，在热车的过程中打开车窗通风，把空
调开至外循环，调节车内空气，然后慢慢启动车子，关上车窗，然后将
空调切换成内循环。这种方法适用于开启车辆时。

巧用车窗通风：同时开前后对向车窗，前后对窗的模式吸风从前窗进
入车内，然后与车内的空气产生作用后，由对流产生的小旋风从对窗
后车窗排除车外。这种方法用于车辆行驶过程中。

巧用车载空气净化器：内置的活性碳滤网的车载净化器能够有效地去
除车内有害气体，改善车内空气质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车友防控指南



机动车防护知识PART 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车友防控指南

42

7. 车内哪些地方容易积存病毒？

8. 如何消毒汽车的空调系统？

手经常触碰到的地方是消毒的重点，要从车外的重点部
位开始消毒：对门把手、后备箱开关、车钥匙、座椅、方向盘、档
把、中控按键、手刹这些部位进行消毒。别忘了地垫，也是容易
积累病毒的地方。

对私家车来说，汽车的空调系统是我们生命安全的第一道关，只有彻底清洁空调
系统，对空气滤芯、空调风道和空调出风口进行消毒，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健
康安全。

首先如果车辆已经超过1年没有更换空调滤芯，那在目前这个状况
下，建议及时更换。

其次还需要为空调外循环系统消毒。做这项工作前，一定要及时把车
内的食物或者纸巾带走，以免它们沾染了有害细菌。启动车辆，打开
车窗，把车载空调制冷开关（AC键）按到关闭（OFF）的位置，调整内
循环为外循环，风量调到最高。在外导气口喷入空调清洗剂，一整瓶
直接喷入即可，然后让空调以最大功率转动15分钟左右。

最后是空调内循环系统消毒，同样应该取出所有的食品及纸巾，启动
空调内循环，开至最大风量，把购买的汽车专用消毒熏罐放置到副驾
驶脚部位置，紧闭门窗，等待15分钟后，打开车窗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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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汽车的内饰部分如何做到全面消毒？

消毒剂一定要选择印有卫生行政部门消毒产品批准文号的产品，这
样的消毒产品才是更有安全保证的。    

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具有强力的漂白能力，如果不加稀
释就使用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腐蚀性。衣物遇到84消毒液后若不及
时处理，往往都会留下斑迹。而汽车内饰若使用84消毒液进行消毒处
理，务必不能用“84原液”对车内金属、织物、皮革等部位直接擦拭，否
则会严重腐蚀。84消毒液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按照1：99比例加水稀释，
随后可采用喷洒或擦拭的方法消毒处理保持30分钟。此外，后期加装
的座椅套等织物材质建议拆卸后使用浸泡方法消毒这样效果会更
好。注意消毒后要用清水将残留粉末清除，否则会严重侵蚀车内部件
和内饰。

二氧化氯是当下公认的高效、无毒、广谱的第四代新型杀菌消毒剂，
其安全性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AI级，可以杀灭一切微生物，包括细菌
繁殖体、细菌芽孢、真菌、分枝杆菌和病毒等。而且相比84消毒液的中
等毒性，二氧化氯完全没有毒性，更适合车厢内部的消毒。目前市面
上能买到的二氧化氯消毒产品大多为泡腾片，车内作为一般物体表
面对象，配置方法仅需1片泡腾片兑2升水即可。注意，二氧化氯对普
通碳钢、铝、橡胶具和铜等均具有中等腐蚀性，而且对聚丙乙烯纤维
类同样具有腐蚀作用，因此建议消毒后要及时清洗。

过氧乙酸消毒主要采用喷洒法。首先要将过氧乙酸原液加入水中稀
释到0.2%~0.5%，由于过氧乙酸易挥发，所以要保证使用时的浓度。
将过氧乙酸消毒液对车内进行喷洒后，要通风半小时以上，才能进入
车内。 使用过氧乙酸消毒时应注意以下事项：过氧乙酸原液具有腐蚀
性，不可直接用手接触，所以配制溶液时最好佩戴橡胶手套。过氧乙
酸对金属有腐蚀性，不可用于车内金属表面消毒。

注意，消毒时操作者应佩戴口罩，药物消毒期间车内严禁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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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车内用酒精消毒有安全隐患吗？

75%浓度医用酒精也是我们常用的消毒剂，不过酒精同样不能直接擦拭车内的

皮质部件及纯木饰板，否则会掉色、起皮或者发白。所以使用酒精时建议将其装置入喷

壶内，进入车内对前后地垫喷洒然如果你是织物座椅材质可直接喷洒，随后关门静置

5分钟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小面积可以，大面积喷洒存在安全隐患。即使采用擦拭方

法进行消毒，冬天干燥衣服产生的静电也可能存在隐患。使用酒精喷洒时切勿吸烟，以

免引起火灾，另外在消毒过程中应在车辆熄火后再进行操作！大面积消毒推荐使用含

氯消毒剂、二氧化氯或消毒湿巾。最常见的就是84消毒液，需要按照说明书要求稀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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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被确诊病人、疑似病人的体液污染车箱后应该怎样消毒？

清除污染物后，再对污染的环境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盛放污染物的容器可
用含有效氯5000mg/L的消毒剂溶液浸泡消毒30分钟，然后清洗干净。

应先进行污染情况评估，车内有可见污染物时应先使用一次性吸水材料
沾取5000mg/L～10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的消
毒湿巾/干巾）完全清除污染物。

b

c

再用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或500mg/L的二氧化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
擦拭消毒，作用30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如有大量污染物应使用含吸水成
分的消毒粉或漂白粉完全覆盖，或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完全覆盖后用足量
的5000mg/L～10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浇在吸水材料上，作用30分钟
以上（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的消毒干巾），小心清除干净。

清除过程中避免接触污染物，清理的污染物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患者的
排泄物、分泌物、呕吐物等要用专门容器收集，用含20000mg/L含氯消毒
剂，按粪、药比例1:2浸泡消毒2小时。

d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车友防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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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公共场所返回车内时该怎么做？

13. 空调模式选择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汽车空调的外循环模式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也就是说车外与

车内的气道是流通的，出风口的风来自车外，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
入到车内，通过滤芯，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

而内循环状态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风机关闭状态下没有气流循环，开风
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通过管道、风机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

所以，如何选择空调模式应该更多的考虑使用场景，比如在人多密集的市中心、
环路行驶，应该及时开启内循环防止病菌、飞沫趁机进入车内；而在空气清新、车流稀
少的地点驾车时，应该开启外循环模式为车内换气通风。

但是也不要过分迷信汽车内循环，汽车的内循环只是相对外循环更封闭而已，并
不能完全隔绝外界，否则车内人员就会因为缺氧而无法呼吸。另外，从结构上来讲，车
辆内循环只是通过一块翻板来适当阻断外界空气进入空调管路，但在车辆行驶的时
候，气流会影响翻板的密封，外界空气依然会进入车厢。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开内循
环依然能够闻到车外异味的原因。

注意：无论使用哪种模式，应确保空调滤芯的处于有效期内，一般来说，家用轿车的
空调滤芯半年更换一次就能保证过滤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用水直接清洗空调
滤芯，因为这样会导致滤芯内活性炭、纤维层等成分失效，进而让滤芯彻底失去过滤效
果。

驾乘人员每次上车前，都先用一次性消毒湿巾进行手部清洁消毒。

用一次性消毒湿巾进行车外部及车内部的消毒，擦拭门把手、后备箱
开关和车钥匙。擦拭座椅、安全带、方向盘、档把、中控按钮、仪表盘及
屏幕等，减少人为将病菌带入车内的可能。 

开窗通风，视路况合理调整空调的内外循环设置，降低病菌在密闭空
间里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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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据说病毒怕热，车内温度是不是越高越好？
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新型冠状病毒对热敏感，达到56℃的温度30分钟可有效

灭活病毒。但平时用空调制热升高环境温度不可能达到灭活病毒的效果。要适当调节
空调温度，防止受凉感冒，温度控制在22℃~25℃度，人体感受会比较舒服，调高车内
空调温度不仅不能杀死病毒，还会导致车内人员的不适感。冬季车内温度过高，会导
致出汗，血管扩张，下车时容易诱发感冒。

15. 在车内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车内仅有一个人的情况下，可
以不戴口罩。

多人乘坐有高风险接触可能
时，全程最好佩戴好口罩。

不要将用过的口罩留在车内。
应该放在密封袋内，并在下车
时及时带出车厢，避免造成污
染。

车内多于一人时，切记不要摘
下口罩吃东西，防止飞沫传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车友防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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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疫情时期，开车能开窗吗？

17. 消毒后的化学试剂残留是否对身体有伤害？ 

在空旷、不拥堵的路况条件下，建议可以多开窗通风。车辆慢速经过闹市区、人多
拥堵路段、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停车库，这类地方就建议关窗，开内循环。在目前这个时
期，一定要学会分场景的做好防护。

是的，所以消毒时人要远离。当化学消毒剂充分作用时间过后，应立刻将其清理。

18. 避免感染，车内应该常备哪些防护物品？ 
除了口罩、护目镜（墨镜、眼镜），还可以携带湿纸巾、酒精消毒棉片、免洗消毒液

或免洗消毒凝胶。长途出行要准备好饮用水和食物。长途驾驶前检查好车况，加满油，
尽量少去加油站和服务区。服务区是监测盲点，餐厅、卫生间都存在交叉感染风险。

另外交通安全仍然是驾车第一要考虑的问题，建议随车配置车载急救包。内容可
参照《北京市公共场所应急物资配置清单》中的急救包部分（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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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路遇高速服务站，可以下车吃饭休息吗？
在高速服务站尽量不停留或少停留。

20. 疫情期间，车内携带宠物会增加风险吗？
迄今，还没有因为与宠物（猫、狗）的日常接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报告。不

过，对于有宠物的家庭，尽量减少宠物出门的时间。在外期间不要让宠物与其他动物
和陌生人接触，回家后，无论是主人还是宠物，都要洗澡，以便去除可能携带回家的细
菌或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车友防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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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外面回家，四步做好安全防护。

第一步：处理所戴的口罩。用过的口罩上沾满了细菌等有害
物质，建议不要随意丢弃。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完成
手部清洁后，将口罩取下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密封好，等出门
丢垃圾时，再一起丢弃到小区内有害垃圾桶处理。
请特别注意：如果口罩想重复使用，可放在通风处晒干。

第二步：处理带回来的物品。钥匙、手机及其他从外面带回
来的物品，可用酒精对表面进行喷洒后擦拭。

第三步：处理所穿的外套。外出回家，那些外套需要消毒吗？
只要没有近距离地接触病原体，衣物就不大可能造成病毒
传染。如果去了医院，回家可以对衣物进行换洗消毒；如果
去的只是风险度不高的地方，建议回家把外套挂在门外或
者阳台等通风处即可。

第四步：及时洗手。回家后要对手进行清洁。要注意的是，必
须按照7步洗手法进行洗手，每个步骤不少于15秒，并确保
在使用洗手液的时候要对我们的手掌、手腕、手指尖进行全
面的擦拭，然后用干净的纸巾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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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内相关部门要求，为积极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出租车、网约车等必须司

乘双方都佩戴口罩，如果乘客或司机没有佩戴

口罩，可以拒乘或拒载。同时建议出租车司机

和乘客进行良好沟通，开车过程中适当开窗通

风，保持空气流通。另外建议当前行程结束后，

司机应对车辆进行内部通风，时间不少于三分

钟。乘客方由于开关门都会触碰车门，出门前

请准备随身简易式手消毒剂，尽最大可能避免

病毒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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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应该怎样保护自己？

当司机发现有可疑患者时应采取

必要的预防措施，立即让其佩戴口罩，

尽量与同车人员保持距离，不要开启空

调，立刻开窗通风。根据具体情况，可向

有关部门汇报。

23. 如遇可疑患者搭乘，需要采取何种预防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车友防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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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确认搭乘新冠肺炎患者后，如何进行全车消毒？

机动车防护知识PART 4

当得知车内乘坐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时，由于空间封闭，属于密

切接触，病毒传播风险较大。此时需要全程佩戴口罩，打开外循环和前后窗户，加强内

外通风换气。

患者下车后，应该及时做好私家车的终末消毒，包括座椅、方向盘、车窗、车把手等

表面、空调系统等。车辆消毒要由当地疾控机构的专业人员或者有资质的第三方操作。

在没有消毒处理前，车辆不建议再使用。同乘者应该接受14天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