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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重庆市医院透析室透析用水)透析液的内毒素及细菌污染情况&方法
!

采集该市
'

家三级

甲等医院透析用水及透析液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菌落计数*用
A;(

动态试管仪测定反渗水及透析液中内毒素含

量&结果
!

'

家医院透析用水细菌培养计数均
(

!""?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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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院透析液细菌计数
"

!"""?WX

(

&6

%培养出

的细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透析用水内毒素均
#

!$X

(

&6

&结论
!

目前重庆市大部分医院血液透析室的透析用水

符合国家标准%但仍有部分医院透析液存在细菌污染&应定期检测透析用水)透析液中的内毒素和进行细菌培养%

保障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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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作为目前肾衰竭患者的重要治疗手

段%广为应用&透析治疗会给患者带来一系列相关

风险%细菌内毒素引起的热源反应就是其中之一!

#

"

&

由于透析系统中水处理系统设备复杂%人工操作环

节多%易造成透析液的污染&这不仅影响患者的透

析效果%还会引发低蛋白血症等%因此控制透析液的

细菌污染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对重庆市医疗机构中

透析用水及透析液的细菌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并

分析其相关原因%从而指导各透析室严格进行水质

管理%提高患者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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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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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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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试管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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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热源试管#湛江安度斯生物公司$*

所有玻璃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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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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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外源性内毒

素&细菌内毒素国家参考标准品#中国药品生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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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定所%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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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内毒素工作标准品

#湛江安度斯生物公司%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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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浊度法鲎试剂#湛江安度斯生物公司%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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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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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
!

采集重庆市
'

家三级甲等医院

透析室的反渗水)

A

液)

#

液)透析液%每份标本取

*&6

分装于无菌培养瓶和无热源试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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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培养及计数
!

用无菌试管盛取样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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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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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
!

个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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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

菌平皿内%再注入融化的#

&'T

$普通营养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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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边倾注边摇匀%待琼脂凝固%将平皿置于

%)T

孵箱培养
&'+

后计数并鉴定细菌&计算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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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板菌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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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的检测"动态比浊法#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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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项目
!

试验前先预热动态仪%使其达

到反应温度*将标准内毒素制备成至少
%

个浓度的

稀释液%相邻浓度间稀释倍数不超过
#"

%最低浓度

不低于所用鲎试剂的标准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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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标准溶液的制备
!

取
#&6

细菌

内毒素检查用水加入内毒素标准品中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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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毒素标准品由
#*"$X

配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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鲎试剂的准备
!

用移液器准确吸取细菌

内毒素检查用水
#2!*&6

沿瓶壁加入安瓿内%轻轻

转动瓶壁%使内容物全部溶解#避免产生气泡$*取反

应试管
##

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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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浓度平行
%

管%阴性对照平行
!

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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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设置
!

进入动态仪系列软件%设

置相关参数%如反应时间)预设透光度值等&

#2!2%2*

!

加样反应
!

先将复溶好的鲎试剂分装至

各反应试管中%

"2#&6

(管*再将反应溶液加入各相

应反应管中%加样完成后%将每支反应管内的混合液

轻轻混匀%插入动态仪器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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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参数
!

在软件给出的表格中填写反

应项目及相应参数&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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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

阴性对照的反应时间大于标

准曲线最低浓度的反应时间*标准曲线的相关系

数3

=

3

&

"2('"

&

D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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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水及透析液细菌培养结果
!

见表
#

&反

渗水细菌计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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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家医院透析

液细菌计数
"

!"""?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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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的细菌以革

兰阴性菌为主%包括'短黄杆菌)多食黄杆菌)司徒假

单胞菌)门多萨假单胞菌)脲巴斯德菌)产吲哚黄杆

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白喉棒状杆菌)溶血葡萄

球菌)粪肠球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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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院反渗水及透析液细菌培养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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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编号 反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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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透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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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水及透析液内毒素检测结果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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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水内毒素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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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液内毒素较

A

浓缩液内毒素含量高%差异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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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院反渗水及透析液内毒素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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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编号 反渗水
A

浓缩液
#

浓缩液 透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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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透析液的细菌污染是血液净化疗法中经常遇见

的问题&细菌污染透析液后%所发生的致热原反应

影响着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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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检查发现各家医院透析液普遍存在不同程

度的细菌污染%主要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中
#

浓

缩液细菌数量均比
A

浓缩液高*同时发现
#

浓缩液

内毒素含量也较
A

浓缩液高%两者差异具有显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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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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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配制成的透析液细菌数量和内毒素

含量相对较高%其中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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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敏感药物&而且%对新生儿而言%使用第一)

二代头孢类抗生素治疗金葡菌感染即可&虽然金葡

菌对庆大霉素和环丙沙星敏感率均在
(*7

以上%但

由于氨基糖苷类药可引起耳及肾毒性%喹诺酮类药

可抑制成骨细胞生长等副作用%故均不宜在儿科应

用&我们应根据新生儿实际情况严格把握用药禁

忌&红霉素)克林霉素的敏感率均不到
)"7

%提示

治疗金葡菌感染疗效不佳&本院金葡菌感染新生儿

中
<:HA

发生率为
#+2')7

%其中
!""'

年
<:HA

发生率为
#)2""7

%

!""(

年为
#(2%*7

%

<:HA

发生

率呈增高趋势%提示目前临床
<:HA

感染情况日趋

严重&

<:HA

与
<HHA

比较%对青霉素)阿莫西

林)一代头孢#头孢唑林$)二代头孢#头孢呋辛$)三

代头孢#头孢他啶$)四代头孢#头孢吡肟$)红霉素)

克林霉素)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四环素的耐药率%前

者均显著高于后者&未发现万古霉素与利奈唑胺耐

药菌株&另外%对于
<:HA

%应在医院内建立常规

监测系统%一旦发现
<:HA

感染患儿%应进行隔离

治疗%有助于控制疾病进程%防止交叉感染%这对临

床治疗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万古霉素是治疗
<:HA

的最后防线%但随着

<:HA

的增多%万古霉素大量应用%使耐药菌株不

断地增加&迄今为止%全球已报道多例万古霉素低

敏感的金葡菌#

54HA

$及耐万古霉素金葡菌#

5:%

HA

$感染的病例!

&$)

"

%

<:HA

耐药性问题已成为全

球关注的焦点&我们虽然尚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菌

株%但不能掉以轻心%应加强对
<:HA

的鉴定和耐

药性监测%提醒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以延缓

耐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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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液内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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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医院细菌超标严重&

分析超标原因'#

#

$运输管道口径过宽或长度过

长%导致水流减慢 !

%

"

%同时接头多的地方也会形成

-死.腔%利于细菌生长并形成生物膜*#

!

$机器内管

道消毒不严格*#

%

$部分医院的清洗消毒工作由护工

完成%在操作过程中盛装
A

)

#

浓缩液的容器未使用

反渗水清洗甚至根本未清洗&

针对上述原因%提出以下预防措施'#

#

$加强对

输送反渗水的管道消毒十分重要%有条件的医院可

选择接头少)无-死.腔)具有杀菌作用的管道&#

!

$

每次透析结束时对机器内部管路进行消毒%消毒后

方可再次使用*透析器外部管道也需要定期进行清

洗和消毒&#

%

$定期#

#

次(
!

#

%

年$更换反渗透膜&

#

&

$活性碳要进行正)反向冲洗%反洗的周期为
#

#

!

次(周%建议每年更换
#

次%避免细菌的繁殖!

&

"

&#

*

$

浓缩液配制桶应每日用透析用水清洗
#

次*每周至

少用消毒剂消毒
#

次%并用测试纸确认无残留消毒

剂后方可使用&清洗)消毒后的用品应放置在阴凉)

干燥的地方&

本次检测证实重庆市大部分医院血液透析室的

透析用水符合国家标准%但仍有部分医院透析液存

在细菌污染&提示应定期检测透析用水)透析液中

的内毒素和进行细菌培养%以保障医疗安全%提高透

析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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