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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两种消毒剂对口腔门诊物体表面消毒效果，为口腔门诊选择合理的物体表面消毒剂提

供参考。方法 分别用含浓度 500 mg/L的含氯消毒剂（常规组）和伽玛消毒湿巾（试验组）对口腔门诊综合治

疗椅控制面板、诊疗台等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比较两组表面消毒后的杀菌率及消毒合格率。结果 进行物体

表面消毒后 10 min，常规组杀菌率（91.66 ± 7.52）%，试验组杀菌率（93.87 ± 6.12）%，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消毒合格率均为 100%。 结论 伽玛消毒湿巾与含氯消毒剂对口腔门诊物体表面的消毒效果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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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bacteriostatic effect of two disinfections on the surface of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in dental clinic,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proper disinfection. Methods Specimens from the control
panel and surface of examination table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chair were taken for bacterial culture, record the bac⁃
teria content on the objects surface. Then disinfect the objects surface by using 500 mg/L chlorine⁃containing disinfec⁃
tant (routing group) and Gamma disinfecting wet wipes (test group) respectively, compare the qualified rate of bacterio⁃
stasis on object surfaces between two group. Results After 10⁃minute disinfection on surfaces, bacteriostatic rate of
routing group and test group was(91.66±7.52)% and (93.87±6.12)%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
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quaternary ammonium disinfectant for the dental clinic objects can reach
the same effect as chlorine⁃containing disinfectant.
【Key words】 Dental clinic; Surface of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Bacteria; Effective disinfectant containing;
Gamma disinfecting wet wipes

不同消毒剂对口腔门诊物体表面消毒效果的比较

周利文， 包年香， 骆伟燕， 杨艳峰， 张志娟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口腔科，广东 深圳（518116）

口腔门诊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在治疗过程中

易发生血液、唾液飞沫物播散，造成环境污染，有

效的消毒隔离尤为重要［1］。有研究显示，环境物体

表面是致病菌的储存场所，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如

消毒不及时，对患者具有潜在的风险［2⁃3］。因此，必

须做好口腔门诊物体表面的消毒工作，减少交叉

感染的发生。口腔门诊通常使用含氯消毒剂进行

物体表面消毒，其刺激性强，易挥发，性能不稳

定。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口腔科于 2015年 1—12
月采用消毒湿巾对口腔门诊物体表面进行消毒，

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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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常规组消毒剂：含有效氯 500 mg/L消毒剂（健

之素牌消毒泡腾片，北京长江脉医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试验组消毒剂：伽玛消毒湿巾［广东伽

玛卫生消毒用品（佛山）有限公司］，其主要杀菌

成分为 2 种季铵盐化合物和 1 种聚合双胍化

合物。

1.2 方法

1.2.1 分组 选取口腔门诊综合治疗椅控制面板、

诊疗台的物体表面各采样 100份，以诊位编号单、

双号分为常规组和试验组，常规组采用含有效氯

500 mg/L消毒剂消毒物体表面，试验组采用伽玛消

毒湿巾消毒物体表面。

1.2.2 消毒方法 常规组使用的含氯消毒剂每

天由专人配制，现配现用，操作者为 1名 3年以上

工作经验的护士。操作前洗手、戴手套，遵循一

物一桶一巾消毒的原则，用大小一致清洁干燥的

小毛巾横竖各折叠 1次，用含有效氯消毒剂浸湿

拧至不滴水，采用平行擦拭方法［4］，用手平压固

定毛巾对物体表面从左至右进行平行擦拭。

试验组使用伽玛消毒湿巾，打开包装袋，抽出

湿纸巾，擦拭方法同常规组，采用一物一巾的原

则，不重复擦拭。

分别于消毒前和消毒后 10 min采样，进行菌落

数计数。

1.2.3 采样方法 将 5 cm × 5 cm灭菌规格板放在

被检物体表面，用浸有无菌生理盐水采样液的棉

拭子 1支，在规格板内横竖往返各涂抹 5次，并随

之转动棉拭子，连续采样 4个规格板面积，被采表

面＜100 cm2者取全部表面；被采表面≥100 cm2者

取 100 cm2。剪去手接触部分，将棉拭子放入装有

10 mL无菌检验用洗脱液的试管中送检［5⁃6］。

1.3 评价指标

检测 2组消毒方法的杀菌率、清毒合格率。杀

菌率评价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2年

版的《医院消毒卫生标准》，杀菌率 =（消毒前细菌

菌落总数⁃消毒后细菌菌落总数）／消毒前细菌菌

落总数 × 100%［7］。消毒合格率：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行业标准《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
367—2012）：Ⅲ类环境物体表面细菌菌落总数≤
10 cfu/cm2为合格［8］。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两

组的杀菌率，并用c2检验进行比较。

2 结 果

2.1 两组消毒方法杀菌率比较

如表 1所示，常规组进行物体表面消毒 10 min
后杀菌率为（91.66 ± 7.52）%，试验组进行物体表

面消毒 10 min 后的杀菌率为（93.87 ± 6.12）%，常

规组和试验组消毒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 =
0.67，P = 0.056）；两组物体表面消毒合格率均为

100%。

组别

试验组

常规组

样本数

50
50

消毒前菌落数

97.97 ± 8.20
96.01 ± 9.20

消毒后菌落数

6 ± 0.65
8 ± 0.44

消毒 10 min杀菌率（%）

93.87 ± 6.12
91.66 ± 7.52

消毒 10 min合格率（%）

100
100

表 1 两组消毒剂消毒前后菌落数比较

Table 1 Comparision of bacterial colonies before and after disinfe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2.2 物体表面菌种分布

100份物体表面样本共检出细菌 46株，以金黄

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鲍氏不动杆菌、铜绿

假单胞菌为主（表 2）。

3 讨 论

从本研究所用两种消毒剂的消毒效果比较，

其物体表面消毒合格率均为 100%，符合 2012年版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健之素含氯消

毒剂被认为是一种灭菌较好的化学消毒剂，可杀

病原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鲍氏不动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

肺炎克雷伯菌

格式李斯特菌

合计

常规组

株数

6
4
5
5
4
3
27

构成比（%）

22.22
14.81
18.51
18.51
14.81
11.11
100

试验组

株数

4
3
4
3
3
2
19

构成比（%）

21.05
15.78
21.05
15.78
15.78
10.52
100

表 2 物体表面菌种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on the surface of the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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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所有的微生物。但不具备清洁效果，而且腐蚀

性强，容易使消毒物体表面变色、生锈，对精密仪

器较多的口腔科不适合使用。消毒剂稀释后稳定

性差，遇到有机物易失活，需现配现用［9⁃11］。

伽玛消毒湿巾的主要功能成分双链季铵盐是一

种高效消毒剂，清洁和杀菌二合为一，能够杀灭包括

细菌芽胞在内的各种微生物。双链季铵盐消毒剂与

表面活性剂及双胍类消毒剂共同形成正电高分子聚

合物，吸附于呈负电性的各类微生物体上，抑制分裂

功能，使其丧失繁殖功能。伽玛消毒湿巾具有的各

种成份对物体表面均不具有腐蚀性且不含酒精，不

伤手，有利于长期使用［12］。消毒湿巾为一次性抽取

式湿巾纸，使用便捷，有利于节省人力，避免了抹布

清洁消毒不合格带来的二次污染。

近 10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已逐渐减少含氯

消毒剂的使用，主要原因是含氯消毒剂有较强的

毒性，不仅刺激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皮肤、粘膜、呼

吸道、还有比较强的致癌性，且对手套、医疗器械

和物体表面的损害比较大，综合损耗费用高，增加

了医院支出；另一方面，因含氯消毒剂毒性大及使

用极其不方便的原因，医务人员使用含氯消毒剂

的依从性很低，从而导致医院环境清洁消毒不到

位，增加医院感染风险。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已大

量使用一次性物表消毒巾，主要成分为季铵盐与

低浓度醇及双胍类的复合配方，无毒，无致癌性，

无刺激性，无腐蚀性，节省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使用

依从性，减少院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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