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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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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三级甲等医院
>Dc

里医务人员频繁接触的诊疗器械及物品表面付着的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

=<CF

#的生存周期!为选择最佳材质&最有效方法减少
=<CF

引起的医院感染提供依据!从而

更有效地预防与控制感染的发生$方法
!

将
>Dc

医务人员频繁接触的物品分成
-

种不同材质+棉布&聚氯乙烯

树脂塑料"

?_D

#&橡胶&铜&不锈钢&铬合金&银,!采用
[#JG

P

.@9R7J

"

[.@

#纸片法检测
=<CF

菌!分离
=<CF

菌

调制菌悬液!用无菌滴管吸菌悬液
%&;

%

I

分别滴入
-

种材质物品表面!并分别放入
1%d

及
';d

培养箱里进行

=<CF

菌培养$调查
-

种材质表面付着
=<CF

的生存周期!分别于付着后
$

$

/2

内!干燥后即刻!干燥后第

$

&

1

&

'

&

-

&

$;

&

'%

天后在
1

种不同温度下监测
=<CF

的存活情况$结果
!

研究发现铜片上付着的
=<CF

无论

1%d

或
';d

均在干燥后即刻死亡'棉布&银片&铬合金上付着的
=<CF

无论在
1%d

或
';d

下
'%!

后均死亡!

而
?_D

&橡胶&不锈钢附着的
=<CF

在
1%d

与
';d

下生存周期不同$因此
=<CF

在不同材质上生存周期明

显不同!

=<CF

最不易生存的材质是铜'相同材质不同温度
=<CF

菌生存期也不同$结论
!

=<CF

在铜具物

品表面不易附着!其物表保持干燥后
=<CF

立即死亡!这为临床选择有效杀菌材质提供依据!从而防止
=<CF

在医院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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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成

为医院感染重要的革兰阳性细菌%多重耐药现象日益

严重)由于其传播速度快%致病性强%易致社区及院

内感染暴发流行%病死率高%

=<CF

感染已成为医院

感染中的严重问题%与乙型肝炎*艾滋病并列为世界

三大感染性疾病&

1

'

%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相关报道显示
=<CF

污染环境后生存周期有数

周&

'

'

%

=<CF

主要通过医护人员手*衣物*敷料*诊疗

器械物表等传播%手接触的物品表面是高度危险的%

最易被污染的物品表面有!工作服*呼吸机面板*输液

泵*吸引连接管*负压调节开关*监护仪操作面板*呼

叫按钮*血压计袖带*听诊器*体温计*电话*治疗盘*

气囊*床栏*床隔帘*掌上电脑*桌面*床单被套等)以

上物品可归类为
-

种不同材质!棉布*聚氯乙烯树脂

塑料#

4

":

P

N#,

P

:62:"J#!7

%

?_D

$*橡胶*铜*不锈钢*铬

合金*银)本课题模拟在
>Dc

的室温下#

1%d

*

';

d

$%将医务人员频繁接触的物表分成此
-

种材质%在

灭菌后于其表面种植
=<CF

菌种%分别放入
1

种温

度#

1%d

*

';d

$培养箱里分时间段观察其付着
=<.

CF

的存活情况)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本院

综合
>Dc

*急诊
>Dc

*呼吸内科监护室*神经内科监护

及心胸外科监护室共
;

个
>Dc

中医务人员频繁接触

的物品分成
-

种材质#由本院物资供应科提供原材

料$%模拟
>Dc

的温度为
1% d

及
'; d

%相对湿度

0%̂

$

0/̂

)

-

种材质分别为!棉布#工作服*床单被

套$*

?_D

#床*床栏$*橡胶#呼吸机面板*监护仪操作

面板*键盘鼠标*电话*气囊*掌上电脑$*铜#喉镜$*不

锈钢#呼叫按钮*治疗盘$*铬合金#输液泵$*银#体

温计$)

@&A

!

试验材料
!

试验用
=<CF

来自本院检验科微

生物室
1%$0

年
$

月至
1%$)

年
$

月从
>Dc

住院患者

标本中分离的
=<CF

共
'-

株%其中综合
>Dc$/

株%

急诊
>Dc/

株%呼吸内科监护室
;

株%神经内科监护

室
0

株%心胸外科监护室
1

株)试验菌付着材料准

备!棉布取材于病房床单被套及医务人员工作服

#

$%%̂

棉
%&0%88

厚$%

?_D

取材于病床栏%锯成

$68

厚度(橡胶取材于物资科废弃的监护仪操作面

板(铜取材于喉镜柄#纯度
((&(̂

%厚度
%&$;88

$(不

锈钢取材于治疗盘#纯度
((&%̂

%厚度
%&;)88

$(铬

合金取材于输液泵#厚度
%&)188

$(银取材于温度计

#纯度
((&(̂

%厚度
%&$;88

$(将以上材质均分成同

等大小
$)

等分%

0

等分为
$

组)以上材质均为灭

菌物)

@&B

!

菌悬液制备
!

将临床分离的
'-

株
=<CF

在血

琼脂平板上连续传代
1

次%选取典型菌落接种培养%

获得纯培养%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菌落)配制成含菌

量为
%&-;b$%

;

6KR

"

8I

的菌悬液备用)

@&C

!

判别试验菌
!

临床与实验室标准学会#

DIC>

$推

荐用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耐药的标准检测方

法&

$

'

)采用
[#JG

P

.@9R7J

#

[.@

$纸片法判定
=<CF

!平

皿中铺
=B

琼脂%厚度为
088

%将配制成含菌量为

$&;b$%

/

6KR

"

8I

的菌悬液涂沫于水解酪蛋白琼脂

#

=BF

$平皿上%贴
'%

%

O

头孢西丁纸片%

'; d

孵育

102

%测量抑菌环直径%抑菌环小于或等于
1$88

%判

定为
=<CF

)

@&D

!

种植
!

无菌滴管吸
$&;b$%

/

6KR

"

8I

菌悬液分

别滴入
)

种不同材质物品表面%并放入不同温度#温

度
1%d

%湿度
0$&;̂

(温度
';d

%湿度
0/&%̂

$的培

养箱里进行
=<CF

菌培养)后用蘸有蒸馏水的湿棉

签在不同材质物表上对
=<CF

菌采样监测)

1%d

培

养箱为上海跃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霉菌培养

箱#

=e.$)%.

0

$(

';d

培养箱为上海跃进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生产的恒温恒湿培养箱#

I<BC.1;%.

0

$)

@&E

!

悬液定量杀菌试验
!

采用菌悬液
$%

%

I

#

$&;b

$%

)

6KR

"

8I

$分别加入到
1

种不同浓度含氯消毒液%

0(%

%

I

#阳性对照用生理盐水$中混匀)分别作用不

同时间%取混合样液
$%%

%

I

加入到
(%%

%

I

生理盐水

中%进行稀释中合法去除残余消毒液作用
$%8#,

后&

0

'

%将样液全部倒入无菌平皿中%混入融化的血琼脂

培养基%凝固后培养进行活菌计数%计算平均杀灭率)

@&F

!

实验菌的存活判定
!

每种材质滴
=<CF

菌悬

液
%&;

%

I

于物品表面%在
1%d

*

';d

培养箱环境下

分别于付着后
/2

%干燥后即刻%干燥后第
$

*

1

*

'

*

-

*

$;

*

'%

天后监测
=<CF

存活情况)

A

!

结
!!

果

A&@

!

1%d

的环境生存状况
!

在
1%d

培养箱里各材

质物品表面上
=<CF

生存情况见表
$

)

?_D

片*橡胶

片*不锈钢片上付着的
=<CF

在
'%!

后仍存活着(铜片

上
=<CF

付着后
/2

内仍生存着%但干燥后即刻全死

亡(棉布片于干燥后第
$;

天后有
1;̂ =<CF

生存%干

燥后
'%!

后未见
=<CF

生长(银片于干燥后第
$;

天

=<CF

依然存活%干燥后
'%!

后未见
=<CF

生长)

A&A

!

';d

的环境生存状况
!

在
';d

环境各材质物

品表面上
=<CF

的生存状况见表
1

)铜片上
=<CF

付着后
/2

内仍生存着%但干燥后后即刻全死亡%与

1%d

培养箱相同(橡胶片及铬合金片上付着的
=<.

CF

在干燥后第
-

天仍有
1;̂ =<CF

存活%而干燥后

第
$;

天全死亡(

?_D

片上付着
=<CF

在干燥后第
$;

)$'$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表
$

!!

在
1%d-

种材质物品表面上付着
=<CF

的生存状况%生存标本数
!

试验标本数(

1

&

材料
/2

干燥后即刻 干燥后
$!

干燥后
1!

干燥后
'!

干燥后
-!

干燥后
$;!

干燥后
'%!

棉布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

"

0 %

"

0

?_D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橡胶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铜
0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不锈钢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0 0

"

0 0

"

0

铬合金
0

"

0 0

"

0 0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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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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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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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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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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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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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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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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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在
';d-

种材质物品物品表面上付着
=<CF

的生存状况%生存标本数
!

试验标本数(

1

&

材料
/2

干燥后即刻 干燥后
$!

干燥后
1!

干燥后
'!

干燥后
-!

干燥后
$;!

干燥后
'%!

棉布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

"

0 %

"

0

?_D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

"

0 %

"

0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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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0 0

"

0 0

"

0 0

"

0 $

"

0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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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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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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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0 %

"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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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0 %

"

0

不锈钢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

"

0 %

"

0

铬合金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

"

0 %

"

0 %

"

0

银
0

"

0 0

"

0 00 0

"

0 0

"

0 0

"

0 1

"

0 %

"

0

天后有
1;̂ =<CF

存活%而干燥后第
'%

天全死亡(

不锈钢片上付着
=<CF

在干燥后第
$;

天有
1;̂

=<CF

存活%而干燥后第
'%

天全死亡)银片上付着

=<CF

在干燥后第
'%

天全死亡)棉布片上付着

=<CF

在
';d

与
1%d

培养箱的结果相同)

B

!

讨
!!

论

!!

=<CF

主要通过接触进行播散%即易感人群从携

带者或感染者处获得
=<CF

)医院感染
=<CF

多由

医护人员手携带导致其在患者
(

医护人员
(

患者之

间传播%引起暴发流行&

1

'

%因此医患之间的传播必须

从频繁接触的环境及物品表面上的材质上进行效果

监测%为临床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报告细菌在金属类与非金属

类材质表面的生存性探讨较少&

'

'

%因此笔者针对
1

种

温度下
-

种不同材质物品表面付着
=<CF

生存性进

行探讨)据报道
=<CF

在非金属类物品表面的生存

周期是
'

$

'/

周&

0.;

'

)温度为
1%

$

1;d

时
=<CF

在

棉布表面的生存期是
'

$

$$

周&

).-

'

)本次研究发现!

棉布上付着的
=<CF

在
1%d

培养箱与
';d

培养箱

均可生存近
$;!

(铜片上付着的
=<CF

无论在
';d

培养箱还是
1%d

培养箱里%均在付着后
/2

内存活%

但干燥后立即灭亡(

?_D

*橡胶上付着的
=<CF

在
1%

d

培养箱里可生存
'%!

以上%而在
';d

培养箱可生

存近
$;!

(铬合金上付着的
=<CF

在
1%d

培养箱里

可生存近
$;!

%而在
';d

培养箱里可生存近
-!

(不

锈钢上付着的
=<CF

在
1%d

培养箱里可生存
'%!

以上%而在
';d

培养箱里可生存
$;!

以上(银上付着

的
=<CF

无论在
1%d

还是
';d

培养箱里%均生存

$;!

左右)

本研究结果表明%铜具有杀死
=<CF

作用%铜片

上付着
=<CF

干燥后即刻在
1%d

与
';d

培养箱里

均死亡)但银片上付着
=<CF

无论在
1%d

还是
';

d

培养箱里%均生存
$;!

左右%因此银材质物品上

=<CF

要
'%!

才杀死%这与以往部分文献&

/.(

'研究

结果存在出入)有研究指出%银系抗菌材料在较低含

量下也能杀死
);%

多种包括至少
$1

种多重耐药菌在

内的人体致病微生物&

$%.$$

'

%这可能与本研究观察时间

及菌种浓度有关)

研究表明%铜具有杀细菌作用&

$1

'

%铜在有水的条

件下生成
DR

1m

%

DR

1m为重金属阳离子%通过细胞膜到

达细胞内部%能使某些酶变性%从而破坏它们的新陈

代谢%杀死微生物&

$'.$;

'

)在
-

种不同材质物品表面上

1

种不同温度检测发现铜对
=<CF

的抑菌作用最强)

本研究根据
=<CF

附着在不同材质表面存活期不

同%可以考虑医务人员频繁接触的物品表面选择具有

抗菌效果的材质%更有利于切断传播途径%从而更有

效控制医院内的传播%保护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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