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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空调长时间未清洗消毒，

细菌、真菌和致病微生物会在系统
内大量积聚，达到一定浓度后，会

通过空气循环传送到各个办公场
所，诱发呼吸道感染，引发聚集性

病毒感染。另一方面，堆积的灰尘
和污垢会降低空气换气量，阻塞蒸

发器散热片、排水槽、排水孔等，影

响运行效率，大幅增加能耗，甚至
引发电路过载，造成安全隐患。

上海对空调清洗的监管工作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从国家层

面，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上海还有《空调通风系统运

行管理标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上海

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
律法规。

“上海安装空调的建筑都在我
们的监管范围内，比国家标准更严

格。根据今年的抽检结果，集中空

调风管表面的积尘量、真菌总数、
细菌总数的合格率达到 98%，但

是送风中的真菌细菌总数合格率
不到 50%。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天

气潮湿，夏天过后停机一段时间，
数据就容易超标。”上海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监督所环境卫生科副科

长张海云介绍说，今年以来，政府
管理相关加大商务写字楼的空调

卫生管控和抽查频次。1-11月依
据“双随机”原则，对本市的空调卫

生进行了上千次抽查，有效推动了
商务写字楼的空调清洗和消毒。

为了更全面、及时掌握本市空

调的“健康状况”，上海搭建了空调
清洗消毒大数据平台，可向社会公

众提供上海各大楼宇集中空调的
清洗消毒现状，并进行可视化、交

互式展示。
记者打开这个大数据平台，从

2019年 7月截至目前，共有 949

个完工备案工程。数据平台按区域
地图状呈现，数据分为三种颜色，

绿色表示已经清洗过；检测报告即
将到期的为橘黄色，已经过期的用

红色标记，数据显示今年 4到 7月
为清洗高峰。“平台的搭建和数据

的积累可有效解决上海集中空调

场所统计缺失的难点，还可为政府
部门进行空调卫生管控提供依据，

提升空调卫生监管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并实时接受政府、媒体和民

众相关监督。”上海空调清洗行业
协会副秘书长王彬介绍说。

“三件套”缺一不可
上海大剧院西侧休息厅，三?

工人身穿白色防护服、戴护目镜和

口罩，正在作业。一人脚踩高梯，半
个身体探进风口里；一人拖着管道

一步一挪，一人眼盯屏幕操作机
器。“疫情以来，我们就一直是穿这

样的防护装备工作的，现在好多
了，夏天真是有点吃不消，基本上

工作几分钟浑身就湿透了。”上海

斯兰迪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
术总监申国财说道。

他介绍，专业的空调清洗一般
需要“三件套”：捕集器、清扫软轴机

和管道清洗机器人。软轴机负责把
吸附在管道上的灰尘“搅动”起来；

捕集器相当于一台大型吸尘器，把
灰尘迅速吸进去，机器人则负责检

测清洗的情况。“这个流程不能出
错，必须先开捕集器，再开软轴机，

一遍遍清扫检测，每一道操作流程
我们都有视频、照片登记在案，每一

个步骤都不能省。”其他设备还有真
空吸力远程吸尘机、除味消毒剂等，

但“三件套”必不可少。
“上海大剧院作为人员密集的

标志性建筑，非常重视空调清洗，我
们每年为大剧院清洗两次，施工时

间为 40多天，一般同时有 12?工
人在各个区域施工。由于不能影响

剧院的运行，大部分时候都是夜间
施工。”

第一次“触目惊心”

“不到现场清洗，你想象不出

风管里有多脏。动物尸体、饭盒、砖
块、螺丝，甚至粪便，都出现过。”上

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首席专家、同

济大学教授徐文华介绍说，集中空
调施工时就容易造成各种垃圾遗留

在风管里。
“第一次清洗往往能发现很多

施工时的问题。”上海大剧院工程部
经理陆文钏说。10年前，上海大剧
院就开始做空调清洗，第一次到现

场确实“触目惊心”。“此后每年我们

都坚持定时做空调清洗。疫情初期，

我们紧急联系了清洗企业，为所有
空调消毒。”

徐文华介绍，尽管有很多机
器“加持”，但空调清洗目前还是

一项劳动密集型行业，离不开工人
的劳动。

“比如，风机盘管回风口很窄或

者有回风箱，工人就得想办法拆掉
回风箱，再将风机卸下来，盘管清洗

的步骤也非常复杂，要确保电机不

能进水，全部清洗完以后再重新安
装回去。而一栋楼里至少有上百个

这样的风机盘管。空调清洗是一个
耗时耗力，又不太能直观看到效果

的工作。所以很长时间得不到重
视。”徐文华介绍，空调清洗主要

包括四大核心区域，风管、风机盘
管、风口和机组。风管面积大，但

其实并不是清洗最困难的地方。

“最难的是空调过滤器、阀门、消声
器等构件。很多人以为清洗空调，

就是把过滤网擦擦，这是误解，甚
至有不少不正规的清洗企业就是

这么做的，但实际没那么容易，专
业性很强。”

空调也有“健康证”

上海斯兰迪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宋顺红介绍说，公司从 2005

年开始从事空调清洗业务，当时很
多设备都是国外进口的，国内还没

有空调清洗的概念，现在设备基本
都国产化了，空调清洗产业也开始

在上海慢慢发展起来。“一开始最大

的痛点，就是业主因为没法看到效
果不认可空调清洗，我们最初曾经

找过一些科研院所一起做实验，做
清理前后各种细菌的数据对比。”

2007年，上海成立空调清洗行
业协会。“上海可以说是在全国最早

开始探索空调清洗应该怎么做，怎
么建立标准、评价体系的。随着上海

对公共环境卫生的重视，空调清洗
行业发展起来，国家也有了专门的

机构出具检测报告。”上海空调清洗
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彬介绍说，集

中空调清洗消毒，是一项隐蔽工程，
过程控制尤为重要。对公共场所的

空调清洗，协会专门成立了安全质
量控制部，现场走访，对现场工人的

操作能力、设备安全、现场保护以及

空调四大核心部件做安全评估。清

洗过程中，协会将根据施工节点，对
施工现场的安全状况、劳动防护、废

弃物处理和文明施工跟踪检查。
施工以后要由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这是工程验
收的必要条件。“检测机构向清洗单

位和业主发放检验报告。现在上海

已经做到顾客到某星级酒店入住，
要求查看这个报告，酒店前台都必

须出示。如果不能，顾客可以向卫生
监管部门投诉。”

记者查询检验报告发现，风管
内的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超出范围，
检验就不合格。施工结束后，清洗

企业要到协会备案，上传检测报告
或验收单。

对公共场所来说，这张空调“健
康证”是硬指标，拿不到证，卫生部

门就不会颁发相关的许可证明。

清洗不能搞“突击”

在徐文华印象中，上海空调清
洗行业有三大高峰，一是 SARS结

束时，大家意识到病毒传播的危害

性，一批立足于空调清洗的企业成

立，拓展业务；二是世博会期间，上
海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检查监督力

度，清洗企业接到不少订单；三就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对空调清

洗的认识不断深化，比如给空调消
毒怎么做，大剂量强效消毒剂喷洒

进去，其实弊大于利。现在不少企业

开始探索用长效纳米消毒方式，一
些新技术应运而生。”徐文华认为，

集中空调清洗应该常态化，不能搞
突击，疫情结束后，这项工作也必须

常抓不懈。
“世博会过后，有一批清洗企业

倒闭了，接不到订单。疫情前，商务
写字楼集中空调的定期清洗率只

有 20%-30%。”王彬介绍说，清洗
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幢商务

楼的空调系统清洗少说也要一二
十万元。“疫情前，大部分物业并未

将空调清洗检测费用纳入年度预
算，这笔钱到底物业出还是业主

出，也不明确。疫情后，很多大楼的
物业部门开始主动联系清洗企业，

是好事，但希望企业能有更周全的
制度保障。”

上海大剧院 1?平方米风管要洗 40天

空调是否健康？大数据平台告诉你

空调要“洗澡”要细还要早

建筑面积为 6.4 万平方
米的上海大剧院，其空调的
风管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
像这样装有集中空调的建
筑，上海共有 1万多幢。

临近年末，气温骤降，流
行性疾病、细菌病毒将进入
高发期和活跃期；而空调将
重新开启。空调的洁净程度
与防疫工作息息相关。公共
卫生专家建议，无论是剧院、
学校、医院、机场、车站等公
共场所，还是商务办公楼、居
家环境，都应该给空调好好
“洗个澡”。

空调“洗澡”怎么洗？近
日，记者跟随专业空调清洗人
员到上海大剧院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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