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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清洗消毒研究进展

犃犱狏犪狀犮犲狊犻狀犮犾犲犪狀犻狀犵犪狀犱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犪犾狔狊犪狋犲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狊

邓惠妍（ＤＥＮＧＨｕｉｙａｎ）　综述　　卢彩华（ＬＵＣａｉｈｕａ）　审校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７）

（Ｌｉｕｚｈｏｕ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Ｌｉｕｔｉ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ｕｚｈｏｕ５４５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关　键　词］　浓缩透析液；血液透析；容器；清洗；消毒；医院感染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８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１３）０３－０２３９－０２

　　慢性肾脏病所致尿毒症而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

逐年递增，而血液透析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特殊治疗

技术，感染危险因素很多，其中透析液存放、配制过

程及存放容器的污染均可导致透析液污染［１］。为避

免发生透析感染事件，医务人员对浓缩透析液的管

理作了大量研究，现对其盛装容器清洗消毒方面的

研究总结如下。

１　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现状

１．１　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规范　《血液透析净化学

操作规程（２０１０）版》（以下简称《规程》）中指出，浓缩

透析液盛装容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国家／

行业标准中对药用塑料容器的规定［２］。

１．２　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使用　目前多数医院采

用购买血透机配送容量为１０Ｌ的聚乙烯塑料桶盛

装浓缩透析液。盛装的浓缩透析液分为Ａ液和Ｂ

液。目前，本院透析液采用广州市暨华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生产的透析粉Ａ粉和Ｂ粉，经反渗水按比例

充分混匀配制而成。现有透析液的主要成分见

表１。

表１　碳酸配方浓缩透析Ａ液、Ｂ液成分比较

浓缩透析液 Ａ液 Ｂ液

主要成分及含量（ｇ／Ｌ） 氯化钠 １７２．３６ 碳酸氢钠（无水） ６９．９５

氯化钾 ６．８６ 氯化钠（无水） ２３．５０

氯化钙 ９．４７

氯化镁 ３．７６

１００％冰醋酸 ８．８５

ｐＨ值 ２～３ ７．５～８．５

２　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清洗消毒现状

为避免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污染，《规程》中规

定，用透析用水将容器内外冲洗干净，并在容器上标

明更换日期，每周至少更换１次或消毒１次。但对

详细方式方法并未提及。目前国内外有使用多种溶

液定期对容器进行消毒的方法，如酸化电位水、过氧

乙酸、含氯消毒剂。国内相关报道见表２。

表２　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的消毒方法

　 消毒液 浓度 消毒时间（ｍｉｎ）

含氯消毒液［３］ １０００ｍｇ／Ｌ ３０

过氧乙酸［４］ ０．２５％ ３０

过氧乙酸［５］ ０．４％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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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者提出［６－７］分装的塑料桶应清洗消

毒；另部分研究者则认为［８－９］每次使用前应消毒配

制容器和盛放容器，且使用及放置过程中需加盖密

闭保存。沈志君认为［１０］，配制透析液前，医务人员

需清洁双手，用反渗水反复刷洗盛装容器的内外，盛

装容器使用后，再用反渗水彻底刷洗，倒置晾干，并

经测试纸确认无消毒液残留后使用。狄韵漫强

调［１１］，应对Ｂ液存放壶的内壁和外壁进行清洗消

毒，盛装容器使用后进行有效的浸泡消毒，要求使用

的消毒液浓度原液含量足，达到标准浓度才可使用，

消毒时间不得短于规定时间，存放容器消毒结束后，

倒立存放，自然干燥。陈立新等［１２］则提出盛装Ｂ浓

缩液的容器使用后用酶洗。黄丽等［４］建议用使用完

毕的Ａ液桶盛装Ｂ液，避免细菌生长。一些学者认

为［３，５］储存容器应每日清洗消毒，密闭干燥保存备

用。目前笔者所在医院，每周三和周六采用净含量

为５００ｇ的“８４”溶液配制成含有效氯１０００ｍｇ／Ｌ

的消毒液，对透析液盛装桶进行浸泡消毒３０ｍｉｎ，

消毒后用大量的反渗水对容器内外清洗，消毒液残

留检测达标后予倒立、干燥、密闭保存待用。其余容

器每日使用完毕后，用反渗水将桶内外反复冲洗３

遍以上，以避免污染。

３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容器的污染会导致Ｂ液的污染，减少透析液细

菌污染是减少血液透析过程中发生感染的重要手

段［１３－１４］。大量研究表明［１５－１７］，透析用的浓缩透析

液盛装容器Ｂ液桶污染非常严重。朱笠等研究显

示［１５］，Ｂ液盛装桶内表面均有细菌生长，平均菌落

数为４．３×１０７ＣＦＵ／桶，相当于１．４×１０４ＣＦＵ／

ｃｍ２。主要污染菌为不动杆菌属细菌和荧光假单胞

菌［１６］。目前浓缩透析液盛装容器采用塑料桶，Ａ液

是含各种电解质的高渗液，Ｂ液主要成分偏碱性，无

抑菌作用［１５］；细菌在塑料表面易形成生物膜，条件

适合时可大量繁殖，从而加重Ｂ液污染，且温度越

高繁殖越快［１７］。每次使用前，部分医院仅用反渗水

对容器进行简单的冲洗，很难有效清除塑料表面的

生物膜，使Ｂ液桶成为主要的细菌储源，产生大量

毒素，成为热原反应的重要原因［１５］，间接增加了透

析感染发生率。随着血液透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如

何提高患者的透析质量，确保透析充分，防止透析患

者感染，已成为当今医务人员的重要课题。因此，对

盛装透析液的容器应加强管理与监测，保证容器的

清洁。尤其是减少Ｂ液浓缩液的细菌污染，重视Ｂ

液桶的清洁与消毒，严格按规程操作，确保清洗配制

间环境清洁［１８］；Ｂ液现配现用，在室温２５℃密闭保

存［１９］，存放时间≤２４ｈ
［１］。

综上所述，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对浓缩透析液盛

装容器进行清洗消毒，其最终目的均为降低患者透

析感染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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