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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話 題

鈔票上致病微生物多多
市面上流通的鈔票並不乾淨，雖然未必帶有性病病

原體，使人染上那些“髒病”，但是沾染其他致病性

微生物是很有可能的。

1981年，我國流行病學科研人員在北京、上海等六

大城市，對各種面值的人民幣採樣631件，進行細菌

學檢查，結果檢出大腸桿菌、沙門氏桿菌、變形桿

菌、綠膿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肝炎病毒等多種

致病性微生物，其中流通最頻繁、面值為1角的人民

幣，大腸桿菌檢出率最高。

某科研部門將回收的50萬張人民幣進行抽樣檢查，

發現平均每張票面帶菌數至少有2.7萬個，最多達8.2

億個，令人觸目驚心！而且鈔票面值越小，流通機

會越多，帶菌數也越多。作細菌學檢測結果表明，

一張面值1角或2角的紙幣，沾染2100萬個細菌；一張

面值1元的紙幣，沾染460萬個細菌；一張10元紙幣，

沾染120萬個細菌，其中大腸桿菌檢出率為87.9 % 。

成為傳傳染病傳播途徑
附著在鈔票上的微生物，有的存活時間相當長，例

如，曾被恐怖組織用來作細菌武器的炭疽桿菌，在

紙幣表面可以存活數年之久。

附著在鈔票上的細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傳染與

誘發呼吸道、腸道、泌尿生殖系統等多種疾病，危

害身體健康。無疑的，帶有致病性微生物的錢幣，

可以成為某些傳染病的傳播途徑之一，難怪正規的

傳染病醫院，除了將病人的排泄物、衣物、食具等

進行消毒外，對病人的錢包也要進行消毒處理，以

免其所患的傳染病通過鈔票擴散傳播。

鈔票上微生物從何而來
鈔票上怎麼會帶有這麼多致病性微生物呢？因為在

流通過程中被人的手接觸污染所致。有人做過調查，

一隻未洗淨的手，帶有4 萬至40萬個細菌，而一隻髒

手每平方釐米細菌可達40萬個！平時我們在花錢時，

當然不可能做到先洗手再摸鈔票，何況有的人用汙

穢不堪的手抓鈔票付款，賣方決不會拒收的。即使

是一張新出籠的紙幣，在市面上流通不需多久，就

不可避免地粘上各種各樣的致病性微生物，變得“面

目全非”。

由此連想到，警員帶手套清點沒收的鈔票，固然可

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健康，免於感染疾病，而那些鈔

票事後是否作一番消毒處理，再投向市場呢？

此外，國家那些知名度很高的大銀行，是否有定期

消毒錢幣的措施呢？

如何防止病從錢來
綜上所述，錢幣污染、錢幣與健康的關係是不容忽

視的問題，應警惕“病從錢來”。為防止錢幣上附著

的微生物對健康構成威脅，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

手：

一、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個人防護，養成良好的衛生

使用鈔票的習慣，點紙幣時，切莫一面點鈔、一面

用手指頭沾口水，這是一個不為大多數人重視、十

分危險的舉動。摸過鈔票的手未經洗淨，不要摸自

己的臉、眼睛特別是口唇，更不要用髒手觸摸即將

入口的糕點或零食，以減少病菌進入人體的機會。

二、日常用的鈔票，最好裝在錢包裏，以免污染衣

服口袋或手帕，平時宜固定一隻衣袋放鈔票，這只

衣袋就別裝零食或其他吃的東西。

三、整天跟鈔票打交道的人，諸如營業員、售票員、

出納會計等，尤其應注意目自我保護，觸摸錢幣之

後隨時洗手，別掉以輕心！

四、各金融機構營業網點，應加大紙幣的挑殘、保

潔力度，對回籠的大宗貨幣要實施定期消毒，以保

持票面清潔，至於消毒方法，有紫外線照射法、放

射線照射法、高壓蒸氣消毒法等。目前國內一些金

融管理機構，尚未將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其實這

是值得重視的利國利民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