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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

剂及其应用，以纳米二氧化钛为主剂，以碱性钠

盐为辅剂，当以水为溶剂配成溶液时，其中纳米

二氧化钛的质量体积浓度为1mg/L～100mg/L，辅

剂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0.1％～1％。碱性钠盐为

磷酸三钠、氯化磷酸三钠或碳酸氢钠中的任意一

种。更优选的纳米二氧化钛的质量体积浓度为

20mg/L～50mg/L，碱性钠盐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0.45％～0.5％。开发了已有药物纳米二氧化钛

的新用途，作为蚕药安全可靠，对家蚕主要病原

体BmNPV、BmCPV、家蚕微孢子虫、白僵菌、黄曲霉、

苏芸金杆菌芽孢和有很好的杀灭作用，是高效广

谱养蚕用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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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其特征在于，由纳米二氧化钛和碱性钠盐混合后，

再以水为溶剂配成溶液，即得消毒剂，所述纳米二氧化钛的浓度为1mg/L～100mg/L，辅剂的

质量百分比浓度为0.25％～0.75％。

2.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二氧化

钛的粒径为3‑7nm，且粒径≥5nm的占80％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碱性钠盐

为磷酸三钠、氯化磷酸三钠或碳酸氢钠中的任意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二氧化

钛的浓度为20mg/L～50mg/L。

5.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碱性钠盐为

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0.45％～0.5％。

6.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毒剂在家蚕饲养上的应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家蚕饲养中相关病菌为原体BmNPV、

BmCPV、家蚕微孢子虫、白僵菌、黄曲霉或苏芸金杆菌芽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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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消毒剂组合物，特别涉及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及其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蚕病的爆发一直是养蚕业最大的威胁，每年都会因各类蚕病的爆发造成重大损

失。蚕病防治的基本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人们主要通过加强蚕室蚕具消毒、蚕座消

毒、桑叶消毒、改善饲育条件等手段来降低蚕病爆发的几率，虽有成效，但结果总不如人意。

从已有医药或兽药中筛选适合蚕业生产的新型药物已经成为蚕药开发的新思路。

[0003] 纳米二氧化钛是一种具有光催化功能的光半导体材料，在光的照射下，其表面会

释放出活性极强的氢氧自由基，从而使其具有抗菌、抗紫外等功能，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电

子、纺织、建材、化妆品、食品、生物医药及航天航空等领域。李兵等发现低浓度的纳米二氧

化钛(5～10mg/L)能有效提高家蚕的生长发育、饲料效率以及全茧量、茧层量等经济性状，

并基于此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 0 1 5 ,一种家蚕增产添加剂 ,中国专利 ,

ZL201310569044.1)。李兵等也发现纳米二氧化钛具有增强家蚕对BmNPV抗性的作用，但未

表明可以作为消毒剂使用。

[0004] CN202010976750.8公开了一种光触媒复合长效消毒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消毒剂

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原料：聚六亚甲基胍0.5～1％、纳米二氧化钛型光触媒0.1～

0.3％、柠檬酸1～3％、稳定剂0.1～2％、去离子水93.7～98.3％。本发明利用聚六亚甲基胍

与纳米二氧化钛型光触媒特性互补的优势制备光触媒复合长效消毒剂；组分原料中聚六亚

甲基胍在水溶液中电离的亲水基能够吸附细菌、病毒，并进入细胞膜，抑制膜内脂质体合

成，造成菌体凋亡，达到杀菌消毒效果；纳米二氧化钛型光触媒在整个过程中为光催化反

应，非化学反应，其物质不会损失，可以长期作用；本发明的光触媒复合长效消毒剂在可见

光的照射下，会产生类似光合作用的光催化反应的物质，不仅保留了良好的杀菌功效，消毒

作用时间明显增加。但是该发明对蚕业生产上危害最大、发病率最高的多角体包埋型病毒

BmNPV和BmCPV可能效果不明显，因为BmNPV和BmCPV的杀灭需要首先在碱性条件下破坏它们

的多角体保护结构。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及其应用。

该消毒剂可降低BmNPV发病率的效果，杀菌范围大，利用率高。

[0006] 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由纳米二氧化钛和碱性钠盐混合而成；以水为

溶剂配成溶液时，其中纳米二氧化钛的浓度为1mg/L～100mg/L，辅剂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0.25％～0.75％。

[0007] 作为改进的是，所述纳米二氧化钛的粒径为3‑7nm，且粒径≥5nm的占80％以上。

[0008] 作为改进的是，所述碱性钠盐为磷酸三钠、氯化磷酸三钠或碳酸氢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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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改进的是，所述纳米二氧化钛的浓度为20mg/L～50mg/L。

[0010] 作为改进的是，所述碱性钠盐为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0.45％～0.5％。

[0011] 上述消毒剂在家蚕饲养上的应用。

[0012] 作为改进的是，所述家蚕的相关病菌为病原体BmNPV、BmCPV、家蚕微孢子虫、白僵

菌、黄曲霉，或苏芸金杆菌芽孢。

[0013] 有益效果：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一种用于蚕病原微生物的消毒剂及其应用，具有如下优

势：

[0015] (1)本发明将已有药物纳米二氧化钛用于防治蚕病，开拓了该药的新用途；

[0016] (2)本发明将纳米二氧化钛和磷酸三钠等碱性钠盐进行配伍，扩大了纳米二氧化

钛自身的消毒范围；安全无毒，对家蚕生命活动和各项经济指标无影响。

[0017] (3)本发明纳米二氧化钛和磷酸三钠等碱性化合物配伍对家蚕主要病原体BmNPV、

BmCPV、家蚕微孢子虫、白僵菌、黄曲霉、苏芸金杆菌芽孢有很好的杀灭作用，是一种高效广

谱的养蚕用消毒剂；

[0018] (4)用碱性钠盐是为了调节PH值，增强对包埋型病毒BmNPV，BmCPV的杀灭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实质，下面将用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钠的杀灭家蚕病

原菌效果实验来说明其作为养蚕用消毒药剂的效果。同时也用来说明不同剂量、不同作用

时间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钠配伍对不同蚕病的防治效果也有所区别。

[0020] 一、药品

[0021] 1、纳米二氧化钛

[0022] 主要成分纳米二氧化钛粒径在3～7纳米，5纳米粒径80％以上。

[0023] 2、工业磷酸三钠(十二水级)(HG/T2517‑93)，含量(以Na3PO4·12H2O计)≥95.0％，

pH值(1％溶液)11.5。

[0024] 二、消毒液的配制

[0025] 称取消毒剂，按照实际需要用无菌硬水进行稀释，备用。

[0026] 三、供试蚕

[0027] 1、品种：秋丰×白玉；

[0028] 2、龄期：3龄起蚕；

[0029] 3、设区：各处理重复3区，每区50头蚕。

[0030] 四、指示微生物

[0031] 1、BmNPV、BmCPV、家蚕微孢子虫、白僵菌分生孢子、黄曲霉分生孢子(来自中国农业

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用无菌水将实验用的病原微生物配制成浓度2×107个/mL的菌悬液，

BmNPV、BmCPV、家蚕微孢子虫可在4℃冰箱内保存6个月，黄曲霉分生孢子悬液可提前1天配

制，白僵菌分生孢子悬液当天配制。

[0032] 2、苏芸金芽孢杆菌毒素：将市售B.t菌粉用无菌水配成10％的菌悬液，当天配制。

[0033] 五、消毒处理

[0034] 1、取消毒试验用无菌大试管，先加入0.5ml试验用菌悬液，再加入0.5ml消毒液，迅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12586508 A

4



速混匀，在LED灯光下照射10分钟。

[0035] 2、阴性对照(病原不经纳米二氧化钛处理，毒对)以无菌水代替消毒液按照以上程

序进行。

[0036] 六、病原接种

[0037] 1、处理后，分别从各试管中吸取50μl中和产物液涂抹于直径2㎝的圆形桑叶背面,

每试验区用6片桑叶,晾干后给供试蚕喂饲；

[0038] 2、阴性对照组(感染不处理组)用经无菌水稀释的菌悬液涂抹桑叶，晾干后给蚕喂

饲；

[0039] 3、待试验蚕将以上各种处理的桑叶全部吃完后，改用洁净桑叶喂饲。

[0040] 七、发病调查

[0041] 试验蚕在常规温湿度条件下饲养，根据各种病的发病时间进行试验蚕的发病调

查，并统计各区的发病率。

[0042] 八、试验结果

[0043] 1、纳米二氧化钛单剂对家蚕病原体BmNPV、BmCPV、家蚕微孢子虫的灭活作用

[0044] 表1不同浓度纳米二氧化钛对家蚕BmNPV、BmCPV、家蚕微孢子虫的灭活作用

[0045]

[0046] 用不同浓度的纳米二氧化钛对家蚕主要病原体BmNPV、BmCPV和家蚕微孢子虫进行

消毒试验，研究纳米二氧化钛单剂对家蚕主要病原体的消毒效果。

[0047] 试验结果见表1。1‑100mg/L的纳米二氧化钛溶液对BmNPV、BmCPV的发病率影响较

小，且随着纳米二氧化钛浓度的增加而发病率变化不明显；对家蚕微孢子虫进行消毒试验

时，20mg/L以上浓度的纳米二氧化钛溶液对家蚕微孢子虫都有100％的以上的发病率降低。

试验结果表明，纳米二氧化钛对家蚕微孢子虫具有很好的消毒效果，而对家蚕病原BmNPV、

BmCPV消毒效果较差。

[0048] 分析原因：BmNPV、BmCPV具有多角体结构，对pH值为7.2左右的纳米二氧化钛溶液

不敏感，多角体蛋白不能被溶解，所以不能完全杀灭由多角体蛋白包埋的病毒。考虑是否可

以配伍碱性的辅剂，将消毒液调为碱性，从而实现对家蚕主要病原BmNPV、BmCPV的消杀作

用。磷酸三钠由于其强碱性，1％wt溶液pH值11.5，能溶解病毒多角体蛋白，所以将此化合物

用作消毒药剂的辅剂，能够显著增强对具有多角体结构的家蚕病原的消杀效果。

[0049] 2、纳米二氧化钛与磷酸三钠配伍对家蚕BmNPV、BmCPV、家蚕微孢子虫的杀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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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从对BmNPV消毒试验结果(表2)可以看出，纳米二氧化钛浓度为100mg/L(稀释1000

倍)时，用0.4％wt以上浓度的磷酸三钠进行配伍能达到对BmNPV100％的灭活率，即发病率

为0％；纳米二氧化钛浓度25mg/L和240mg/L时，0.45％wt以上浓度的磷酸三钠与之配伍能

达到对BmNPV100％的灭活率，即发病率为0％；纳米二氧化钛浓度10mg/L时，0.5％wt以上浓

度的磷酸三钠与之配伍能达到对BmNPV100％的灭活率,即发病率为0％。

[0051] 表2纳米二氧化钛与磷酸三钠不同配比对家蚕BmNPV的杀灭作用

[0052]

[0053] 从对BmCPV消毒试验结果(表3)可以看出，纳米二氧化钛浓度为10‑100mg/L时，用

0.5％wt以上浓度的磷酸三钠进行配伍能达到对BmCPV100％的灭活率，使其发病率为0％。

[0054] 表3纳米二氧化钛与磷酸三钠不同配比对家蚕BmCPV的杀灭作用

[0055]

[0056] 从对家蚕微孢子虫消毒试验结果(表4)可以看出，纳米二氧化钛浓度在25mg/L、磷

酸三钠浓度在0.50％wt以上的各种配伍对家蚕微孢子虫都有100％的灭活作用，说明两种

组分配伍后对家蚕微孢子虫的消毒效果虽未得到明显增强，但还保留了理想的消杀效果。

[0057] 表4纳米二氧化钛与磷酸三钠不同配比对家蚕微孢子虫的杀灭作用

[0058]

[0059] 经过以上试验，纳米二氧化钛浓度在10mg/L‑25mg/L时，磷酸三钠浓度在0.45％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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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用10分钟，对3种家蚕主要的病原体家蚕微孢子虫、BmNPV、BmCPV均有很好的杀灭作

用。

[0060] 3、纳米二氧化钛与磷酸三钠配伍对家蚕其他病原体的杀灭作用

[0061] 从试验结果(表5)看，25mg/L纳米二氧化钛浓度与0.45％wt磷酸三钠配伍对白僵

菌黄曲霉、苏芸金杆菌芽孢作用30分钟以上时对病原菌有100％的杀灭作用，发病率为0。

[0062] 表5纳米二氧化钛与磷酸三钠配伍对家蚕白僵菌、黄曲霉、苏芸金杆菌芽孢的杀灭

作用

[0063]

[0064]

[0065] 4、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钠对家蚕的安全性试验

[0066] 自三龄起蚕始分别用消毒液(纳米二氧化钛25mg/L,磷酸三钠0.45％wt)和清水浸

泡桑叶10分钟，晾半干后喂蚕至上蔟结茧，分别调查处理区(消毒液组)和对照区(清水组)

的幼生率、死笼率、虫蛹率、单蛾产卵数、不良卵率、孵化率，以及全茧量、茧层量和茧层率，

以考察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钠混合液对家蚕生命力和经济性状的影响。

[0067] 表6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钠对家蚕生命指标的影响

[0068]

[0069] 表7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钠对家蚕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0070]

[0071] 从表6‑7可知，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钠消毒液处理区与对照区的5项主要生命力

指标基本一致，表示家蚕主要经济性状的3项指标也很接近，说明用纳米二氧化钛/磷酸三

钠消毒液浸洗消毒的桑叶喂蚕，对家蚕的生命力和经济性状无显著影响，该消毒剂可用于

桑叶消毒。

[0072] 实施例1

[0073] 纳米二氧化钛和磷酸三钠配伍对蚕室蚕具消毒

[0074] 按配方比例：纳米二氧化钛25mg/L,磷酸三钠0.5％wt，配制消毒液50L，对蚕室蚕

具喷洒消毒。消毒后的蚕室蚕具用于家蚕饲育，未发生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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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实施例2

[0076] 纳米二氧化钛和氯化磷酸三钠配伍对蚕室蚕具消毒

[0077] 按配方比例：纳米二氧化钛25mg/L,氯化磷酸三钠0.5％，配制消毒液50L，对蚕室

蚕具喷洒消毒。消毒后的蚕室蚕具用于家蚕饲育，未发生蚕病。

[0078] 实施例3

[0079] 纳米二氧化钛和碳酸氢钠配伍对蚕室蚕具消毒

[0080] 按配方比例：纳米二氧化钛25mg/L,碳酸氢钠0.5％wt，配制消毒液50L，蚕室蚕具

喷洒消毒。消毒后的蚕室蚕具用于家蚕饲育，未发生蚕病。

[0081] 实施例4

[0082] 纳米二氧化钛和磷酸三钠配伍对桑叶消毒

[0083] 按配方比例：纳米二氧化钛25mg/L,磷酸三钠0.5％wt，配制消毒液50L，桑叶添食

前在消毒液中浸泡10min，晾半干后喂蚕。未发生蚕病。

[0084] 总体而言，用纳米二氧化钛/碱性钠盐配伍对蚕室蚕具消毒可以杀灭绝大部分蚕

业生产上的有害病原，是一种广谱高效的养蚕用消毒剂。

[008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任何熟

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显而易见地得到的技术方案的简

单变化或等效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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