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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酸性次氯酸水对血液透析室物体表面的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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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微酸性次氯酸水（ＳＡＨＷ）对血液透析室物体表面的消毒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血液透析室内３０个透析单元分为两组（三氯异氰脲酸组和ＳＡＨＷ 组），每组１５个透析单元。三氯异氰脲酸组

采用有效氯浓度５００ｍｇ／Ｌ的三氯异氰脲酸、ＳＡＨＷ组采用ＳＡＨＷ 分别对血液透析单元的各物体表面进行擦拭

消毒。检测物体表面消毒４ｈ后的菌落数，比较两种消毒方法的合格情况及对多重耐药菌的杀灭情况。结果　有

效氯浓度５００ｍｇ／Ｌ三氯异氰脲酸和ＳＡＨＷ 对床栏、透析机屏幕、透析机旋钮表面擦拭消毒各物体表面４ｈ后的

合格率前者分别为９０．００％、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后者分别为１００．００％、９６．６７％、１００．００％，两者消毒效果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ＳＡＨＷ 消毒试验显示，ＳＡＨＷ 对四种多重耐药菌的杀灭率均为１００％。结论　

ＳＡＨＷ的消毒效果与有效氯浓度５００ｍｇ／Ｌ的三氯异氰脲酸相同，且对血液透析室常见的多重耐药菌具备高效的

杀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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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透析是提高急慢性肾衰竭患者生存率和生

存质量的有效治疗方法。血液透析患者往往免疫力

低，发生医院感染的风险大［１］。提高血液透析室物

体表面的消毒效果对减少外源性医院感染的发生，

提高血液透析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十分关键。目前，

大多数医疗机构采用含有机氯消毒剂对血液透析室

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有机含氯消毒剂主要包括二氯

异氰脲酸钠、二氯异氰脲酸、三氯异氰脲酸。但是，

有机含氯消毒剂易挥发、易分解、有残留、有腐蚀，对

呼吸道和皮肤黏膜的刺激性大，配置操作繁琐，消毒

效果不稳定。

本研究观察微酸性次氯酸水（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ｃｉｄｉｃ

ｈｙｐｏｃｈｌｏｒｏｕｓｗａｔｅｒ，ＳＡＨＷ）和三氯异氰脲酸对血

液透析室物体表面的消毒效果，以及ＳＡＨＷ对多重

耐药菌的杀灭效果，为选择一种适合血液透析室使用

的安全、高效、经济、环保的消毒剂提供循证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消毒剂　三氯异氰脲酸：购于北京长江医脉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说明书配置为有效氯浓度

５００ｍｇ／Ｌ的三氯异氰脲酸。ＳＡＨＷ：采用２％～

６％的稀盐酸进行电解，ｐＨ５．０～６．５，有效氯（含次

氯酸）浓度１０～３０ｍｇ／Ｌ。ＳＡＨＷ的制备采用日本

ＯＳＧ连续式微酸性电解水发生器直接制取（ｐＨ 值

及ＯＲＰ使用多功能参数测定仪测定，有效氯浓度

采用碘量法滴定）。

１．１．２　消毒物品　血液透析室内的透析机３０台、

床栏３０个、灭菌后塑料病历夹３０个。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物体表面消毒与采样　将血液透析室内３０

台透析机以及附属的床单元和病历夹组成一个透析

单元，并进行自然数列的编号，然后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分为两组（三氯异氰脲酸组和ＳＡＨＷ 组），

每组１５个透析单元。三氯异氰脲酸组采用有效氯

浓度５００ｍｇ／Ｌ的三氯异氰脲酸，ＳＡＨＷ 组采用

ＳＡＨＷ分别对血液透析单元的透析机屏幕、透析机

旋钮、床栏进行擦拭消毒，用平板压印法分别对消毒

后４ｈ的物体表面进行采样及细菌培养，恒温箱培

养４８ｈ后计算细菌数。

１．２．２　病历夹物体表面现场模拟消毒试验　（１）菌

悬液制备：试验菌为某院临床患者分离的耐甲氧西

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狋犪狆犺狔犾狅

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ＭＲＳＡ）、耐万古霉素肠球菌（ｖａｎｃｏ

ｍｙｃ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犈狀狋犲狉狅犮狅犮犮狌狊，ＶＲＥ）、耐碳青霉烯

类肠杆菌科细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ＣＲＥ）、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ｐａｎ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ＰＤＲＰＡ），将

四种细菌分别经分纯培养，选取典型菌落接种于

０．４５％生理盐水配制成０．５麦氏单位菌悬液，取

０．１４５ｍＬ稀释１０００倍。（２）ＳＡＨＷ 消毒试验：以灭

菌后病历夹为研究对象，共２０个。将每个病历夹分

为５ｃｍ×５ｃｍ的３个区域，分别为Ａ区（阴性对照区

域）、Ｂ区（阳性对照区域）、Ｃ区（试验区域）。取

０．１４５ｍＬ菌悬液均匀涂抹于Ｂ、Ｃ区，用平板压印法

对Ｂ区进行采样，培养后计算菌落数。用ＳＡＨＷ浸

润的无菌纱布擦拭Ｃ区，用平板压印法进行采样，培

养后计算菌落数。根据平皿面积计算细菌总数。

１．３　判定标准　依据２０１２年《医疗机构消毒技术

规范》（ＷＳ／Ｔ３６７２０１２）进行结果判定，血液透析区

域物体表面消毒后菌落数≤１０ＣＦＵ／ｃｍ
２ 为合格。

１．４　统计分析　应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２２．０对资料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取χ
２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

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种消毒剂对物体表面的消毒效果　有效氯

浓度５００ｍｇ／Ｌ的三氯异氰脲酸和ＳＡＨＷ 消毒各

物体表面４ｈ后的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种消毒剂擦拭消毒各物体表面４ｈ后的合格率（％）

犜犪犫犾犲１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ｗｏ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ｓｔｏｗｉｐｅａｎｄｄｉｓ

ｉｎｆ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４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ｒ（％）

组别 床栏 透析机屏幕 透析机旋钮

三氯异氰脲酸组 ９０．００（２７／３０） ８０．００（２４／３０） ９０．００（２７／３０）

ＳＡＨＷ组 １００．００（３０／３０） ９６．６７（２９／３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３０）

犘 ０．２３６ ０．１０８ ０．２３６

　　：Ｆｉｓｈｅｒ’ｓ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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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ＳＡＨＷ对病历夹表面多重耐药菌的消毒效果

　结果显示，ＳＡＨＷ 对 ＭＲＳＡ、ＶＲＥ、ＣＲＥ、ＰＤＲＰＡ

四种多重耐药菌的杀灭率均为１００％。见表２。

表２　ＳＡＨＷ对病历夹表面多重耐药菌的杀灭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Ｋｉｌ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ＡＨＷｏｎＭＤＲＯ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ｃａ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ｏｌｄｅｒｓ

多重耐药菌
阳性对照菌落数

（ＣＦＵ／ｃｍ２）
杀灭率（％）

ＭＲＳＡ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ＶＲＥ 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ＣＲＥ ４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ＰＤＲＰＡ 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讨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是尿毒症患者赖以生存的重要

手段之一。近年来，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数量激增，

全国各医疗机构的血液透析室规模不断扩大。国内

已经发生数起因血液透析导致的丙型肝炎、乙型肝

炎医院感染事件。同时，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导管

相关血流感染中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病率逐年上升，

对患者的治疗效果、经济负担等都造成严重影响。

做好血液透析室物体表面的消毒工作，对降低医院

感染发病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２４］。

各医疗机构血液透析室的物体表面消毒多采用

无机或有机含氯消毒剂，如二氯异氰脲酸钠、二氯异

氰脲酸、三氯异氰脲酸、次氯酸钠（“８４”消毒剂）等。

含氯消毒剂属于高效消毒剂，三氯异氰脲酸更是被

应用于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ＳＡＲＳ）的物体表

面消毒工作中。但是，在血液透析室日常的物体表

面消毒工作中，含氯消毒剂存在易挥发、浓度依赖、

皮肤黏膜刺激性强、制取不便、腐蚀性强等缺点，导

致消毒效果不理想。

电解水是利用特殊装置，电解食盐或稀盐酸得

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酸性电解水和碱性电解水的总

称。其中，酸性电解水于２００２年被命名为次氯酸

水，根据次氯酸水的ｐＨ值和有效氯浓度的不同又

分为强酸性次氯酸水和ＳＡＨＷ。ＳＡＨＷ 主要有效

成分为次氯酸（ＨＣｌＯ），ｐＨ５．０～６．５，有效氯浓度

为１０～３０ｍｇ／Ｌ。具有杀菌能力强、范围广，无污

染、无有效氯残留、无钠离子残留、无腐蚀性、安全可

靠，不易挥发、宜储存，对人体无害，不刺激黏膜和皮

肤，制取方便、成本低廉等特点。ＳＡＨＷ 完全优于

酸性氧化电位水（ＥＯＷ）。酸性氧化电位水发明时

间较早，国家早已制定了《酸性氧化电位水生成器安

全与卫生标准》（ＧＢ２８２３４－２０１１），ＥＯＷ 的主要有

效成分为次氯酸（ＨＣｌＯ），ｐＨ２．０～３．０，有效氯为

５０～７０ｍｇ／Ｌ。ＥＯＷ 有轻微氯味，对人体黏膜组织

有刺激性。ＥＯＷ 有氯离子残留，有腐蚀性
［５７］。目

前，ＳＡＨＷ广泛应用于农学、林学、畜牧、兽医科学、

水产学等领域［８１１］。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

ＳＡＨＷ 可作为食品添加剂。但是，在医学领域的应

用的研究罕有报道。

本研究显示，ＳＡＨＷ 消毒４ｈ后的消毒效果与

有效氯浓度５００ｍｇ／Ｌ的三氯异氰脲酸相同，对

ＭＲＳＡ、ＶＲＥ、ＣＲＥ和ＰＤＲＰＡ等血液透析室常见

的多重耐药菌具备高效的杀灭作用。因此，ＳＡＨＷ

具备对血液透析室物体表面的消毒能力。今后，

ＳＡＨＷ 在医学领域特别是在卫生消毒与医院感染

控制方面必将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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