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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手消毒剂使用时间及其消毒效果观察

王秋伟１，王建忠２

（１蠡县医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４００；２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探讨快速手消毒剂开启后不同时间的染菌量及其消毒效果，为临床快速手消毒剂的有效使用提

供指导。方法　在同一科室同一时间开启使用３瓶快速手消毒剂，并在开启使用第１天、１０天、２０天、３０天、４０天

时各随机取１５份样本行细菌培养，同时对使用相应消毒剂消毒的手进行采样培养。结果　在开启使用第１天的

快速手消毒剂中，细菌量最高者仅为１１ＣＦＵ／ｍＬ；使用该消毒剂消毒的手细菌量最高者也仅为６ＣＦＵ／ｃｍ２。但随

着开启时间的延长，快速手消毒剂及用其消毒后手的细菌量均明显增加，至第３０ｄ时分别达９３．１ＣＦＵ／ｍＬ和

９．４５ＣＦＵ／ｃｍ２。结论　快速手消毒剂应在开启后３０ｄ内使用；对人员少的科室，建议使用小包装的快速手消毒

剂，避免浪费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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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手消毒剂的普及使用给临床工作者的手卫

生带来极大的方便，但由于临床科室大小不同，工作

人员数量不等，消毒剂的使用时间也有所不同。我

们通过对开启后第１天、１０天、２０天、３０天、４０天的

快速手消毒剂及使用手消毒剂后手的细菌量进行监

测［１－２］，了解影响消毒效果的因素［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快速手消毒剂（健之素牌），营养琼脂培

养基，细菌培养箱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ＡＬＩＮＣＵＢＡ

ＴＯＲ）。

１．２　方法　在同一科室同一时间开启使用３瓶快

速手消毒剂，并在此３瓶快速手消毒剂开启使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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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天、１０天、２０天、３０天、４０天时，用无菌吸管吸取

消毒剂１．０ｍＬ加入含９．０ｍＬ中和剂的采样试管

中混匀，再行活菌计数培养。采样共进行３个周期，

共采集样本４５份。对应上述开启时间，对使用相应

消毒剂消毒的手采样（棉拭子涂抹法），共采集样本

９０份。

上述样本置于细菌培养箱中（３６±１）℃培养，４８ｈ

后观察细菌菌落数，计算每次样本的平均菌落数。

２　结果

开启后不同时间的快速手消毒剂及用其消毒后

手的细菌量见表１。随着快速手消毒剂开启时间的

延长，其染菌量均明显增加，消毒效果下降。

表１　开启后不同时间的快速手消毒剂及用其消毒后手的

细菌量

犜犪犫犾犲１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ｉｎｒａｐｉｄｈａｎｄ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ａ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ｉｎ

ｆｅｃｔｅｄｈａｎｄｓａ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ｏｆｏｐ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ｕ

ｓｉｎｇ

样本
开启后天数

１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消毒剂（ＣＦＵ／ｍＬ） ７．３ ３２．６ ６８．０ ９３．１ ９４．７

消毒后手（ＣＦＵ／ｃｍ２） ５．１ ６．９ ８．９ ９．４５１３．０

３　讨论

近年来，医院感染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２００８年９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发生新

生儿医院感染暴发后，更是以血的教训给各医院敲

响了警钟。做好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对预防医院感染

至关重要。及时有效的手卫生可保护患者，也可保

护医务人员自身。

快速手消毒剂的应用为保持医务人员手卫生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如何正确应用快速手消毒剂，保

证其消毒效果成为各医疗机构应重视的问题。

我院普及应用快速手消毒剂２年来，虽然医务

人员能按要求认真进行手消毒，手采样监测合格率

也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仍有部分手采样检测不合

格。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检验科及其他相关科室

协助下，认真分析并查找不合格的原因，发现快速手

消毒剂的消毒效果与开启使用时间有关。经过７个

月共３个周期的采样检测，结果表明：在开启使用第

１天的快速手消毒剂中，细菌量最高者仅为

１１ＣＦＵ／ｍＬ；使用该消毒剂消毒的手采样检测，细

菌量最高者也仅为６ＣＦＵ／ｃｍ２。但随着开启时间

的延长，快速手消毒剂及用其消毒后手的细菌量均

明显增加（表１）。因此，快速手消毒剂应在开启后

３０ｄ内使用，不能使用开启时间过长的快速手消毒

剂。建议为避免浪费，医院各科室应针对本科特点，

使用不同规格的手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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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率进一步提高，考虑可能是得益于探视制度的

严格执行，使得探视人次进一步减少，从而有助于空

气菌落数的减少。通过本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明确，

在无甲流患者的非隔离病房实行甲流标准的综合消

毒防护示范，对于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十分有意义。

这为我们应对新的大规模呼吸道传染病的暴发和流

行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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