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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使用中暖箱日常清洁消毒效果评价及对策

李　静，许　健，冉莎莎，华　勤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９１）

［摘　要］　目的　评价暖箱日常清洁消毒方法的效果，并提出可行的改进办法。方法　选择某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０１４年６月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ＮＩＣＵ）３０台使用中暖箱，随机分为基线组、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１０台。基线

组和对照组使用常规消毒法处理，即清水和含氯消毒剂分别擦拭暖箱内外壁，试验组在日常消毒法的基础上加用

强化消毒法（乙醇擦拭暖箱内壁）１次，比较各组消毒效果。结果　基线组于试验第４天首次检出不合格暖箱，至第

７天所有暖箱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不合格标本检出率为３１．４３％（８８／２８０）。对照组首次检出不合格暖箱的

时间中位数为第５天，试验组首次检出不合格暖箱的中位数为第７天，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２．３８，犘

＜０．０５）；试验组标本不合格率为１５．３６％（４３／２８０），低于对照组的３２．８６％（９２／２８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
２＝２３．４３，犘＜０．０５）。结论　在常规消毒法的基础上，加用乙醇强化消毒能够有效提高暖箱表面消毒效果，加

之其方便实用、经济安全的特点，可以作为暖箱日常消毒方法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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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病房是医院感染的高发区域，暖箱是新生

儿接受早期治疗的主要场所，对使用中暖箱进行有效

消毒是减少医院感染发生的重要手段。国内相关规

定［１］明确指出，新生儿病房内所使用暖箱应每日清

洁，使用后进行终末消毒，同一新生儿连续使用暖箱

需每周消毒１次。大部分医院对使用中暖箱的日常

清洁消毒是使用清水和含氯消毒剂分别擦拭暖箱内、

外壁，但清水清洁能力有限，这种消毒方法可能存在

一定隐患，无法达到完全抑制暖箱内病原菌繁殖的目

的。本研究通过对比试验，客观评价常规清洁消毒方

法的效果及局限性，并提出可行的改进办法。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１４年６月

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ＮＩＣＵ）内符合纳入标准

的使用中暖箱３０台，将其随机分为基线组、对照组

及试验组，每组１０台，编号１—３０。纳入标准：使用

受试暖箱的新生儿未患有严重的感染性疾病，且预

期使用时间＞７ｄ。

１．２　消毒方法　（１）常规消毒法：含有效氯０．０５％

消毒剂擦拭使用中暖箱的恒温罩外壁，清水擦拭暖

箱内壁、注水口及通气口；（２）强化消毒法：含有效氯

０．０５％消毒剂擦拭使用中暖箱的恒温罩外壁，７５％

乙醇擦拭暖箱内壁、注水口及通气口。

１．３　试验方法　所有暖箱在试验前均进行彻底清

洁消毒处理。首轮试验：连续７ｄ每天采用常规消

毒法处理基线组暖箱，处理后立即采样送检。监测

７ｄ内的清洁消毒效果，确定首次检出不合格暖箱

的时间（第Ｘ天）。第２轮试验：对照组暖箱连续７ｄ

每天采用常规消毒法处理，试验组暖箱除第Ｘ天采用

强化消毒法加强处理外，其余６ｄ也按常规消毒法处

理。两组暖箱处理完毕后均立即采样送检，监测７ｄ

内清洁消毒效果。两轮试验在相同环境下进行。

１．４　采样方法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将５ｃｍ×

５ｃｍ灭菌规格板放在各组暖箱内、外壁，用１支浸

有含相应中和剂洗脱液的棉拭子在规格板内横竖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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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１００ｃｍ２；注水口、通气口采用棉拭子

直接涂抹全部表面采样。采样完毕后剪去手接触部

分，将棉拭子放入装有１０ｍＬ含相应中和剂洗脱液

的试管送实验室进行培养检测。

１．５　判断标准　根据《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２０１２年）规定，Ⅱ类环境物体表面检出的细菌总数

≤５ＣＦＵ／ｃｍ
２ 为消毒合格［２］。每个暖箱均采集４个

部位（暖箱内、外壁、注水口、通气口）的标本，任一标

本不合格（细菌总数＞５ＣＦＵ／ｃｍ
２）则判定该暖箱

不合格。对不合格样本进行病原菌鉴定。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通过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和四格表χ
２ 检验比较

两种方法的清洁消毒效果。

２　结果

２．１　常规消毒法消毒效果

２．１．１　不合格标本检出时间及部位　采用常规消

毒法处理的基线组在试验第４天首次检出不合格标

本，至第７天１０台暖箱均不合格，检出不合格标本

８８份，不合格率为３１．４３％（８８／２８０）。其中最早出

现污染的部位为暖箱内壁，最常见的污染部位依次

为内壁（６４．７８％，５７／８８）、外壁（２３．８６％，２１／８８）、注

水口（５．６８％，５／８８）和进气口（５．６８％，５／８８）。根据

结果初步确定第２轮试验中试验组将于第４天采用

强化消毒法进行加强处理（即Ｘ＝４）。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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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线组不合格暖箱的检出时间分布图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ｃｕ

ｂａｔｏｒｓｉｎ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ｇｒｏｕｐ

２．１．２　检出细菌种类　首轮试验中８８份标本不合

格，其中检出需氧芽孢杆菌３８株、表皮葡萄球菌３３

株、大肠埃希菌６株、肠球菌属５株、鲍曼不动杆菌

３株、肺炎链球菌２株和铜绿假单胞菌１株。

２．２　常规消毒法与强化消毒法的消毒效果比较

２．２．１　平均首次检出不合格暖箱时间比较　Ｋａｐ

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ＬｏｇＲａｎｋ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首次检

出不合格暖箱的时间中位数为第５天，试验组首次检

出不合格暖箱的中位数为第７天，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
２＝１２．３８，犘＜０．０５），即采用常规消毒法

配合强化消毒法处理暖箱能够有效减少第５～７天细

菌在暖箱表面（内外壁、注水口、通气口）的繁殖，将首

·７５·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１５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１６



次检出不合格暖箱的平均时间延后至第７天。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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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对照组和试验组累计检出不合格暖箱数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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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标本不合格率比较　第２轮试验中，试验组

和对照组标本不合格率分别为１５．３６％（４３／２８０）、

３２．８６％（９２／２８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２３．４３，犘＜０．０５），即采用常规消毒法配合强化消

毒法处理暖箱能够有效降低使用中暖箱的污染率。

３　讨论

暖箱是新生儿接受治疗护理的特殊场所，其内

部湿度大、温度适宜，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一旦消

毒不严，极易引起新生儿医院感染［３４］。首轮试验结

果显示，彻底消毒后的暖箱每天采用常规消毒法处

理，其消毒效果可以维持到使用的第３天。自使用

第４天起开始有暖箱消毒效果监测不合格，到第７

天所有暖箱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表明使用

清水和含氯消毒剂擦拭暖箱内外壁并不能全程有效

的抑制使用中暖箱内细菌繁殖，难以将使用前彻底

消毒的效果维持到７ｄ后的下一次彻底消毒，故将

其作为暖箱日常清洁消毒的常规消毒法存在一定隐

患。基线组暖箱标本不合格率高达３１．４３％，其中

检出的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及鲍曼不动杆菌等均为

可导致医院感染的常见病原菌，这提示用于内壁清

洁的清水清洁能力不足，是限制常规消毒法消毒效

果的最主要因素，可以对其进行适当改进。

根据国内相关报道，除清水擦拭外另一种主要

的日常清洁消毒方法为使用不同类型消毒剂擦拭，

其中含氯消毒剂具有高效、快速、广谱杀菌等优点，

但其有较强的刺激性和腐蚀作用，即便使用浓度较

低也不宜用于使用中暖箱内壁的清洁消毒［５］；酸性

氧化电位水对新生儿暖箱表面消毒杀菌迅速［６］，但

前期投入较大、成本较高［７］，难以在各级医疗机构广

泛推行；过氧化氢超声雾化虽然消毒效果好，冷却后

成分对人体无害，但其要求处理暖箱时暖箱内无新

生儿［８］，不适用于暖箱的日常消毒。乙醇属中效消

毒剂，具有刺激性小、无腐蚀性、不残留、经济安全等

优点，研究显示［９］，乙醇用于暖箱内表面消毒的细菌

消除率达９６．５０％，与含氯制剂无明显差异，故本试

验将乙醇作为改进常规消毒效果的首选消毒剂。

试验结果显示，仅在使用第４天采用７５％乙醇擦

拭暖箱内壁１次，即可将首次检出不合格暖箱的平均

时间由第５天推迟至第７天，标本不合格率由３２．８６％

降低至１５．３６％，有效减少了暖箱内细菌的繁殖，基本

达到维持暖箱消毒效果的目的。此外，使用乙醇擦拭

暖箱对新生儿和医务人员产生的刺激性小，几乎不会

引起人体不适；不残留、无腐蚀性，不会影响暖箱性能

和外观；操作简便，医务人员依从性较高。７５％乙醇燃

点较低，只需在擦拭暖箱内壁时，适当调低暖箱内温

度，保持操作窗口开放，加快乙醇挥发，并在消毒完毕

后观察一段时间，保证暖箱工作无异常后即可离开。

本研究探讨使用乙醇擦拭暖箱内壁作为日常消

毒方法的效果、合理性及可行性，但关于乙醇消毒的

最宜频率和最佳时间尚待进一步研究。总之，在常

规消毒法的基础上增用乙醇强化消毒，能够有效提

高暖箱表面消毒效果，可将其作为暖箱日常清洁消

毒方法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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