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２

［基金项目］　天津市护理学会课题（ｔｊｈｌｋｙ－２０１７０２０３）

［作者简介］　陈晨（１９９０－），女（汉族），江苏省盐城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口腔护理研究。

［通信作者］　金英淑　　Ｅｍａｉｌ：ＪＹＳ５００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８

·论著·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管理的文献计量分析

陈　晨
１，冯　雪

１，李艳婷１，张　琪
１，回　金

２，金英淑２

（１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天津　３００１９３；２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　了解国内外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ＤＵＷＬｓ）管理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方法　在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知

网数据库（ＣＮＫＩ）、万方期刊数据库（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中文数据库维普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ＶＩＰ）和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ＣＢＭ）检索与ＤＵＷＬｓ有关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结果　共纳入２７０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１０９篇，英文文献１６１篇；纳入文献来自１８个国家，发文量排名前五

的为中国（１１０篇）、英国（６０篇）、美国（４８篇）、波兰（１４篇）、印度（１０篇），占总文献量的８９．６３％。国内发文量居前三

的省份为江苏省（２２篇）、广东省（１７篇）、天津市（１２篇），占中文文献总量的４６．７９％。高频主题词共７个，获得一个

研究热点：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污染和控制。第一作者的发文量为１～１３篇，本研究中核心作者至少发文３篇以上，

共１８名核心作者发文８１篇，占总文献量的３０．００％。结论　国内相关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扩大研究的广度

和深度。国内相关研究相对集中，但尚未形成核心研究力量；全球研究热点明确，但缺乏统一的水路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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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ｓ，

ＤＵＷＬｓ）通常用于口腔治疗期间冷却、冲洗牙科手

机和牙齿表面，其管路由细窄、灵活的塑料材质构

成。因水路比管腔表面积大、流速低、液体呈层流状

态、水质中的碳酸钙盐沉积物等为管路中的微生物

增长与繁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１２］。若不及时清洗

消毒，隔夜水路中的细菌数量每毫升可达几百万［３］。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次报道了ＤＵＷＬｓ的水样本中含

有大量致病微生物，约１０４～１０
６ＣＦＵ／ｍＬ

［４］，所产

生的气溶胶造成了医源性交叉感染事件，导致患者

死亡［５］，引发全球医护人员广泛关注。为了解国内

外ＤＵＷＬｓ管理研究的发展动态，本研究将采用文

献计量学的方法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对比分析国

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及走向，为后续研究的深入开

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以（口腔或牙科）＋（综合治疗台或

综合诊疗台或综合治疗椅或综合诊疗椅）＋（水路或

水系统）为检索式在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万方

期刊数据库（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中文数据库维普全文

电子期刊数据库（ＶＩＰ）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ＢＭ）进行检索，以 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ｏｒ

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ｏｒ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ｄｅｎｔａｌｕ

ｎｉｔｏｒ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ｏｒＤＵＷＬ为检索

式在ＰｕｂＭｅｄ进行检索，检索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２　文献分析方法　采用ＥｎｄｎｏｔｅＸ７进行文献管

理，通过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建立数据库，从第一作者、第一

作者单位所在地区、文献发表年份、文献类型、期刊

分布、基金资助等方面对文献信息进行提取，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通过Ｂｉｃｏｍｂ软件和ＳＰＳＳ１９．０对

英文文献的高频主题词进行提取，通过共词聚类分

析国内外研究热点。

２　结果

２．１　年份分布　共检出文献６２４篇，查重后得到文

献２９６篇，通过阅读全文进行筛选，排除会议通知、

会议论文、公告、征稿启事以及博士硕士论文，最终

纳入文献２７０篇。其中中文文献１０９篇，英文文献

１６１篇。因从建库至１９９９年未检索到有关ＤＵＷＬｓ

的中文文献，因此仅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所检索数据库

中的总文献量、英文文献、中文文献（含核心期刊的

刊载量及基金资助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文献发表总

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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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ＤＵＷＬｓ文献发表时间分布情况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ＤＵＷＬ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２．２　地区及机构分布　纳入的２７０篇文献来自１８

个国家，发文量排名前五的为中国（１１０篇）、英国

（６０篇）、美国（４８篇）、波兰（１４篇）、印度（１０篇），占

总文献量的８９．６３％。进一步分析１０９篇中文文

献，分布于全国２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文量排

名前三的为江苏省（２２篇）、广东省（１７篇）、天津市

（１２篇），占中文文献总量的４６．７９％。对中文文献

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进行统计，科研单位以各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与口腔医院为主，分别发文３１、３３篇，

占中文文献总量的２８．４４％、３０．２８％；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以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文数量最

多，共计７篇；口腔医院中，以广东省口腔医院发文

数量最多，共计６篇。跨机构合作发文共计４２篇，

占中文文献总量的３８．５３％，跨区域合作仅６篇，占

中文文献总量的５．５０％。

２．３　期刊及基金分布　纳入的２７０篇文献分布于

１２３种期刊中，刊载量排名前三的杂志为《中国消毒

学杂志》３５篇，《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ＡＥＭ》１４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３９）》１２篇，占总文

献量的２２．５９％。１０９篇有关ＤＵＷＬｓ的中文文献

中，核心期刊杂志收录文献共计８２篇（７５．２３％），刊

载量居前三的核心期刊为《中国消毒学杂志》《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国感染控制杂志》，共５４篇，占

国内核心期刊发文量的６５．８５％。４２篇中文文献获

得了４７项基金资助，占中文文献总量的３８．５３％，其

中有５篇获得多项基金资助；基金资助以省级基金

资助项目为主，共计３１项，占基金项目总量的

６５．９６％；获得国家级资助项目较少，仅６项，占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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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量的１２．７７％。

２．４　国内外作者撰文情况　第一作者的发文量为

１～１３篇，发文量最多的为波兰卢布林医科大学的

学者Ｓｚｙｍａńｓｋａ。依据普莱斯定律，本研究中核心

作者至少发文３篇以上，共１８名核心作者发文８１

篇，占总文献量的３０．００％。１０９篇中文文献共包括

３１２名作者、４６６人次，多采用合著的形式发文（９０

篇），合作度为４．２８（４６６／１０９）。

２．５　国外研究热点及国内研究类型分布　抽取频

次≥２７次的高频主题词共７个，聚类分析获得全球

针对口腔综合治疗台的研究热点，结果主要集中于

水路污染及控制，详见树状图（图２）。国内相关研

究类型包括干预性研究５８篇，横断面研究３７篇，综

述和体会１３篇，专利／发明１篇，分别占中文文献量

的５３．２１％、３３．９４％、１１．９３％、０．９２％。５８项干预

性研究中，３２篇文献以消毒剂作为主要干预措施，

其中消毒剂包括含氯消毒剂（以次氯酸钠、二氧化氯

为主要成分）、过氧化氢（银离子）、酸性氧化电位水、

臭氧等。３７项横断面研究均针对ＤＵＷＬｓ污染情

况进行调查，共调查 １３ 个省 １１８３ 所机构的

１８２７台口腔综合治疗台，检测水样２０８２１份，广东

省横断面调查次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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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中ＤＵＷＬｓ研究的高频主题词共词聚

类分析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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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国内相关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扩大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　收录于ＰｕｂＭｅｄ的英文文献数

量显示，近年来全球各国学者对ＤＵＷＬｓ方面的研

究量波动不大，自２０００年以后每年平均发文约８

篇。针对ＤＵＷＬｓ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相关文献

从２０００年才出现，可能与当时硬件设施落后、科研

意识薄弱有关。２０００年以后，中文文献量、核心期

刊刊载量及基金的资助量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尤其

是近５年，中文文献发文量的增长速度较快，可见口

腔综合治疗台的水路管理已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２０１６年中文文献发文量最多，为２８篇，与国家卫计

委提出并起草制定《口腔器械消毒灭菌技术操作规

范》有关，强调从事口腔领域的医护人员需重视感

控，提高口腔门诊感染管理的综合能力和水平，进而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患者安全。

国内３７项横断面研究中，仅１３篇（３５．１４％）文

献的研究范围覆盖全省各医疗机构，多从牙科手机

水、冲洗水、水源水等进行采样，分析水样本中微生

物污染情况，对不同时间段各水样监测较少。此外，

仅陈文森等［６］对全省的ＤＵＷＬｓ水污染基线进行了

调查，显示细菌总数均超过美国牙科协会（ＡＤＡ）的

牙科用水标准。５８项干预性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

集中对不同消毒剂的消毒效果进行比较，而对不同

水路系统、消毒冲洗时机、管理技术的对比研究较

少。我国并未实现全覆盖、多中心、大样本调查，建

议扩大研究广度和深度，增加对供水方式、不同时间

段各水样的监测，以便全面了解ＤＵＷＬｓ水污染情

况，为临床医护人员进行全面水路综合管理提供参

考依据。

３．２　国内相关研究相对集中，但尚未形成核心研究

力量　纳入的２７０篇文献分布于１２３种期刊中，可

见全球刊载期刊种类丰富，但期刊分布分散。我国

７５．２３％的中文文献收录于核心期刊，其中《中国消

毒学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国感染控制杂

志》三本杂志对ＤＵＷＬｓ管理的关注度较高。中文

文献作者科研单位：２８．４４％的研究者来自于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３０．２８％的研究者来自于各级口腔

医院，说明相关政府部门和口腔医院对口腔门诊的

消毒隔离和医院感染控制的重视，也间接表明加强

ＤＵＷＬｓ管理的重要性。

目前，国内学者多以同个科研单位合著的形式

发文，缺乏跨机构及跨地区合作，以第一作者发文量

统计共有１８名核心作者，未达到形成核心作者群的

指标［７］，说明我国缺乏针对口腔综合治疗台研究的

核心科研力量，建议拓宽科研交流合作渠道，开拓国

内学者的思维与视野，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

·９９８·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第１７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７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１８



分析１８名核心作者的单位所在地区，有１０名来自

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分别为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

天津市、浙江省。在沿海省份中，广东省、江苏省、天

津市具有一定的科研优势和科研水平，发文量和基

金资助量均排名前三，可见该省份的学者对该领域

研究的贡献较多，也间接表明国内针对ＤＵＷＬｓ的

研究地区相对集中，科研力量分布不均衡，需以沿海

城市带动内陆城市科研力量的发展，增强该领域科

研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３．３　全球研究热点明确，但缺乏统一的水路管理

方案　国内外研究
［１２，８９］表明，未经处理的ＤＵＷＬｓ

中的细菌已远超出５００ＣＦＵ／ｍＬ。如何防止ＤＵ

ＷＬｓ污染并进行科学、有效管理，使患者及医护人

员免于暴露在致病微生物中，控制医源性交叉感染

已成为全球学者公认的研究热点［１］。然而，通过阅

读纳入文献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１）无统一的用水

标准。研究对全省各口腔医疗机构的手机水、冲洗

水采样检测发现，国内水路污染严重［６，１０１１］。对比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４年天津市口腔诊疗手机出水样本菌

落数，发现水路污染状况并无改善，水质中的微生物

污染情况依旧严重，存在引起医院感染等重要隐

患［１１１２］。分析水路污染的原因发现，ＤＵＷＬｓ用水

标准的缺失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严重阻碍水质的监

测与管理，不利于推动水路材质的研发。目前，国内

学者采用较多的用水标准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

中心（ＣＤＣ）规定的口腔治疗用水标准即细菌总数

＜５００ＣＦＵ／ｍＬ，ＡＤＡ的牙科治疗用水标准即细菌

总数＜２００ＣＦＵ／ｍＬ和我国的生活饮用水标准即

细菌总数＜１００ＣＦＵ／ｍＬ。尽管２０１６版《口腔器械

消毒灭菌技术操作规范》更加严格地规范了口腔医

疗器械消毒灭菌，但并未对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作

出相关规定［１３］，建议尽快统一行业内ＤＵＷＬｓ用水

标准，加强水质的监管，以便控制水路水质污染。

（２）无统一的冲洗时间。研究
［１，１４］发现，水冲洗

２ｍｉｎ可有效降低潜在致病微生物的数量，且每例

患者完成治疗后应放水冲洗管路１０～２０ｓ。每日早

晨开诊前，ＤＵＷＬｓ中的水应排空数分钟，且不同的

患者就诊期间应排空水３０～４５ｓ，每例患者就诊结

束后牙科手机应高速放水放气２０～３０ｓ
［１５１６］。我国

相关文件对牙科手机内部水路、气路清理时间规定

为３０ｓ，但并未针对水路冲洗时间作出描述
［１３］。国

内学者对水路冲洗时机进行干预性研究发现，尽管

治疗前牙科手机需空转３０ｓ，但在临床工作中，空踩

排水排气时长的落实力度远远不够［１７］。由于口腔

综合治疗台的水压和流速不同，预设的单位时间出

水量也不同，３０ｓ冲洗的效果未知，仍需在今后的研

究中进一步验证［１７］。（３）无统一的消毒制剂。对

高、低浓度的次氯酸钠，不同浓度的过氧化氢的消毒

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即高浓

度次氯酸钠的刺激性气味和对牙科设备的高腐蚀

性，低浓度次氯酸钠对市政水消毒效果不理想，过氧

化氢不能根除管路中的生物膜且消毒效果维持时间

较短等［１８２０］。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理想的水路消

毒剂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低毒性、低成本、易于操

作、广谱抗菌，尤其是对抗生物膜效果好，与管路材

料相兼容［８，１６］。可见，传统的消毒剂不具备以上优

势。Ｐａｒｅｅｋ等
［１６］研究表明，以芦荟为主要成分的草

本杀菌剂将是水路消毒的重大变革，芦荟成本低、无

毒、广谱抗菌，能杀灭铜绿假单胞菌和真菌等，此外，

其成分可降解，不会造成牙科手机的管路堵塞和腐

蚀。在我国，大部分口腔门诊仅采用市政水或含氯

消毒剂进行冲洗，并无统一的消毒剂及其配比，也未

出台相关消毒技术规范或指导意见［８９］。建议相关

职能部门加快建立有关水路消毒管理的规章制度，

加强临床医护人员的继续教育，规范水路管理。

本研究仅针对ＰｕｂＭｅｄ、ＣＮＫＩ、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

ｔａ、ＶＩＰ和ＣＢＭ 五个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计量分

析，且仅对英文文献进行热点分析，建议后续研究可

扩大数据库检索范围，进行文献分析和热点研究。

未来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建立健全ＤＵＷＬｓ管理方

案，包括统一的冲洗时间、消毒剂及其配比等，以期

完善并规范口腔领域的消毒灭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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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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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６，６２（２）：２０７－２１３．

［１０］刘春燕，付蓉，吴玉红，等．伊曲康唑治疗血液病患者侵袭性真

菌感染的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Ｊ］．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１０，４９

（６）：５０４－５０７．

［１１］焦英华，郑珊红，和晓美，等．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感染的相关

因素分析及干预措施［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１７）：

４１３４－４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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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袁玲，傅荣，李蓉梅．ＰＩＣＣ置管患者穿刺部位感染状况及护士

专业培训探讨［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２３）：７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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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

［１８］章小缓，凌均蓕，姬亚昆，等．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生物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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