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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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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LY/T1926—2010《抗菌木(竹)质地板 抗菌性能检验方法与抗菌效果》。与

LY/T1926—2010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 文件名称修改为“人造板与木(竹)制品抗菌性能检测与分级”;

b)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

c) 修改3.1;增加3.2(见第3章);

d) 在4.1条款中明确了细菌测试方法为贴膜法(见4.1);

e) 增加了4.2要求“细菌测试实验室”应符合GB19489的规定(见4.2);

f) 增加了“菌种ATCC代码说明”(见表1);

g) 4.8.1阴性对照样(A)的操作是不接种细菌仅滴加无菌水的(见4.9.4);

h) 样本数量从“5”改为“3”(重复一次,则共有6块样本)(见4.9.4);

i) 4.10.1检测结果要求条款中增加了“对阴性对照的作用要求”(见4.10.1);

j) 去掉“霉菌相关测试”内容;

k) 增加了第5章的内容(见第5章);

l) 增加第6章的内容(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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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与木(竹)制品

抗菌性能检测与分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造板与木(竹)制品的抗菌性能检测方法和分级的术语和定义、抗菌性能检测方法

和分级。
本文件适用于抗菌处理的人造板和各种抗菌木(竹)制品的抗菌性能检测和分级。本文件不涉及抗

菌产品的安全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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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4789.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WS/T650—2019 抗菌和抑菌效果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抗菌处理 antibacterialtreatment
采用机械、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来干扰、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减少其数量或直接杀灭细菌的过程。

3.2
抗菌率 antibacterialrate
测试样品与对照样品接种受试菌一定时间后,其平均回收菌数之差与对照样品平均回收菌数的百

分比。

4 检测方法

4.1 原理

参照 WS/T650—2019中所用贴膜法,即通过将细菌接种于待测样品表面,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
使细菌均匀并充分接触被检测样品表面,在规定条件下经过一定时间培养达到一定细菌数后,按平板活

菌计数法计算被检样品细菌存活数,通过计算得出抗菌率,评价抗菌效果的方法。

4.2 试验条件

细菌测试实验室应符合GB1948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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