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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３种不同方法处理新生儿培养箱的效果比较

朱华云，黄春蓉，刘亮宝，谌　科

（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摘　要］　目的　比较３种消毒或清洁方法处理新生儿培养箱的效果。方法　终末消毒后将新生儿培养箱随机

分为３组，分别采用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Ⅰ组）、２５０ｍｇ／Ｌ有效氯（Ⅱ组）及清水（Ⅲ组）每天擦拭消毒１次，待干燥后

即刻和２４ｈ分别采样行细菌培养，连续监测６ｄ，比较３组消毒或清洁效果。结果　Ⅰ、Ⅱ、Ⅲ组新生儿培养箱消毒

干燥后即刻采样行细菌培养，合格率分别为１００．００％（３６／３６）、９７．４０％（７５／７７）、９６．６７％（５８／６０）；消毒或清洁２４ｈ

采样培养，合格率分别为９１．６７％（３３／３６）、９４．８１％（７３／７７）、９６．６７％（５８／６０），３组消毒或清洁即刻与２４ｈ的效果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结论　上述３种消毒或清洁方法均能达到新生儿环境卫生学要求，采

样培养均合格，但清水擦拭法更简单、经济、环保，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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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

ｎｉｔ，ＮＩＣＵ）中的新生儿长期生活在培养箱内，饮

食、排泄及各种治疗护理操作均在箱内完成，培养箱

污染严重，加之箱内湿度较高，适宜细菌生长繁殖，

因此成为ＮＩＣＵ最重要的感染源。

为探讨一种简单环保的消毒方法，我们于２０１０

年３—５月对ＮＩＣＵ的培养箱采用３种方法消毒或

清洁，并进行效果观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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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消毒剂　采用北京万福金安消毒产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万金消毒片，主要成分为二氯异氰尿酸钠，

有效氯含量５００ｍｇ／片。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消毒方法　用５００ｍｇ／Ｌ有效氯对ＮＩＣＵ

的培养箱统一进行终末消毒，２４ｈ后将培养箱随机

分为３组：Ⅰ、Ⅱ组分别采用５００ｍｇ／Ｌ、２５０ｍｇ／Ｌ

有效氯擦拭消毒（操作前将新生儿抱出放置在备用

培养箱内，戴无菌手套，将一定数量的无菌毛巾在消

毒液中充分浸湿后置于清洁的治疗盘中待用，使用

时取出对培养箱进行擦拭消毒，做到一箱一用），３０

ｍｉｎ后再用清水浸湿的无菌毛巾擦拭清除残留消毒

剂，待自然干燥后即刻和２４ｈ分别采样；Ⅲ组采用

清水擦拭，新生儿留在培养箱内无需抱出，待自然干

燥后即刻和２４ｈ分别采样。连续６ｄ，以７ｄ为一

实验周期，共进行６个周期的处理和监测，比较处理

后即刻与２４ｈ的消毒效果。

１．２．２　采样与检测　采样方法按《消毒技术规

范》［１］执行。在污染较严重的内壁４个侧面，用５ｃｍ

×５ｃｍ的规格板分别取２５ｃｍ２ 作为采样区，按无

菌方法采样后行细菌培养，观察结果。采样方法：用

浸湿灭菌生理盐水的无菌棉拭子在采样区内横竖往

返均匀涂擦５次，用酒精灯烧断手接触部分，将棉签

投入至无菌生理盐水试管内，送检验科将样本试管

作充分震荡洗脱，取洗脱液接种血琼脂培养基，置温

度为３５℃培养箱中培养４８ｈ后进行活菌计数，检测

细菌总数。

１．２．３　结果判定　结果判定标准依照《医院消毒卫

生标准》ＧＢ１５９８２－１９９５规定的Ⅱ类环境表面卫生

学标准：物体表面细菌数≤５ＣＦＵ／ｃｍ２，不得检出沙

门菌属、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他致病

性微生物为合格。

１．３　数据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包对数

据进行处理，率的比较采用χ
２检验。

２　结果

上述３种方法消毒或清洁ＮＩＣＵ培养箱（Ⅰ、

Ⅱ、Ⅲ组）干燥后即刻及２４ｈ采样培养合格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３种方法消毒或清洁ＮＩＣＵ培养箱效果比较 （合格

份数，％）

犜犪犫犾犲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

ＮＩＣＵ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Ｎｏ．ｏｆ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２４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Ⅰ（狀＝３６） ３６（１００．００） ３３（９１．６７）

ＧｒｏｕｐⅡ（狀＝７７） ７５（９７．４０） ７３（９４．８１）

ＧｒｏｕｐⅢ（狀＝６０） ５８（９６．６７） ５８（９６．６７）

　χ
２ 　１．１６ １．１４

　犘 　０．５６ ０．５７

３　讨论

Ⅰ、Ⅱ组使用的含氯消毒剂（５００ｍｇ／Ｌ、２５０

ｍｇ／Ｌ有效氯）消毒效果良好，但擦拭时需将新生儿

转出，擦拭后保持３０ｍｉｎ需再次用清水擦拭清除残

留消毒剂（以减轻异味和对仪器的腐蚀性），存在浪

费人力、物力、时间的缺点。高浓度含氯消毒剂对呼

吸道黏膜和皮肤有明显的刺激作用，过量使用易产

生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等难以降解的致癌物质［２］。

长期接触同一类消毒剂的细菌会对该类消毒剂产生

抵抗力，即产生抗性［３］。抗消毒剂菌株的出现可能

导致医院消毒不彻底，引起医院感染的流行和传播。

目前认为，消毒剂的滥用、处理方法不当及用量不足

是消毒剂抗性产生的主要原因［４］。细菌对消毒剂产

生抗性反应给医院感染控制带来更大的挑战。

ＮＩＣＵ属Ⅱ类环境，本院ＮＩＣＵ室内有自动换风系

统和自动空气消毒系统，环境卫生学监测能达到要

求标准。因此，新生儿培养箱每周进行１次终末消

毒，无明显污染时一周内每天用清水擦拭１次即可

起到清洁和清除细菌的作用，而且在操作中无需转

移新生儿，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

本次对使用中新生儿培养箱分别采用５００ｍｇ／

Ｌ有效氯、２５０ｍｇ／Ｌ有效氯、清水进行处理，实验结

果显示，以上３种方法均能达到“标准”要求，采样培

养合格，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清水擦

拭法更简单、经济、环保，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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