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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生物监测失败原因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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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氧化氢气体灭菌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低温灭菌技术，但该灭菌技术存在材料兼容性和穿透力限制，生物

监测失败率高。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全面深入地探讨过氧化氢气体灭菌在生物监测失败（包括真阳性、假阳性、假荧

光阴性反应）方面的原因及原理，帮助专业人员分析、判断生物监测失败原因，并为降低失败率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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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氧化氢气体灭菌是一种常见的低温灭菌方

法，以汽化的过氧化氢作为主要微生物杀灭因子实

现灭菌［１］。根据分解残留过氧化氢的方式不同，可

以进一步分为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和汽化过

氧化氢灭菌。这种灭菌方法因适用于不耐湿和不耐

热的医疗器械而在医院得到广泛应用［２３］。生物监

测是验证该方法灭菌效果的首选，但国内调查［４６］显

示，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的生物监测失败率相对较高。

根据行业标准，一旦生物监测失败，应尽快召回前次

生物监测合格以来所有尚未使用的灭菌物品，检查

灭菌过程的各个环节，分析原因并改进；已使用的器

械应对相应患者进行密切观察［７］。因此，生物监测失

败不仅会影响手术顺利进行，增加耗材和人力成本，

还会带来极大的医院感染风险。本文旨在全面分析

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生物监测失败的原因，提出具体的

策略和建议，降低监测失败率，为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１　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生物监测原理

ＧＢ／Ｔ３３４１７—２０１６《过氧化氢气体生物指示物

检验方法》［１］要求，用于制作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生物

指示物的菌株为嗜热脂肪杆菌芽孢（ＡＴＣＣ７９５３或

ＳＳＩＫ３１）。第一代菌片式生物指示物将菌片和培

养基分别封装在生物指示管中，灭菌后混合，再进行

培养。第二代生物指示物为慢速生物指示物，其原

理是在培养基中使用酸碱指示剂。当孢子萌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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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会改变培养基ｐＨ 值，从而

改变培养基的颜色，观察培养基的颜色变化可判断

灭菌效果。此产品需１～７ｄ培养时间。第三代生物

指示物为快速生物指示物，具有双读系统。快速部分

可在几十分钟内通过生物阅读器判断灭菌结果［８］。

这种指示物使用非荧光物质甲基伞形酮αＤ葡萄

糖苷（αＭＵＧ）作为培养基，嗜热脂肪杆菌芽孢在萌

发和生长过程中产生α葡萄糖苷酶，与αＭＵＧ发

生水解反应，产生荧光物质甲基伞形酮（ＭＵ）。生

物阅读器内荧光接收器可以捕捉到荧光信号，从而

显示阳性培养结果。反之，若细菌芽孢及其合成酶

在灭菌过程中被破坏，无法产生荧光物质，那么显示

培养结果为阴性［９］。目前，行业内已停止使用第一

代菌片式生物指示物，取而代之的是第二、第三代自

含式生物指示物，大型三甲综合医院普遍采用第三

代生物指示物。

２　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生物监测失败原因及应对策略

２．１　缺乏相关明确标准　压力蒸汽灭菌和环氧乙

烷气体灭菌领域已经建立了明确的使用准则，包括

设备参数配置、操作流程及监测方法等，但过氧化氢

气体灭菌作为一种相对年轻的技术，其具体规范和

操作程序的明确标准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目前各

品牌灭菌器的生产工艺、灭菌剂装载方式、灭菌剂浓

度及用量存在差异。国际上关于过氧化氢气体灭菌

器的标准目前仅为草案［１０］，国内虽然发布了过氧化

氢气体等离子体低温灭菌器卫生要求［１１］，但多项指

标与非等离子体式灭菌器无相关性，因此不适用于

此类设备。首版关于灭菌过程的开发、验证和常规

控制要求的国际标准［１２］于２０２２年发布，但与之对

应的国内标准尚未发布。生物指示物能否准确监测

灭菌效果，取决于其抗力［８］。目前生物指示物的生

产仅遵循通用标准，因此其适用性尚不明确［５，１３１４］。

尽管ＧＢ／Ｔ３３４１７
［１］规定了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生物

指示物的检验方法，但测试Ｄ值时使用的生物指示

物抗力测试仪并无对应标准，故灭菌器制造商各自

开发适用于其设备的生物指示物，而这些指示物的

抗力及阅读器的稳定性均不一致，无法使用标准监

测器材比较不同指示物之间的抗力［１，５，１５１６］。此外，

用于评价灭菌器性能和灭菌过程的标准仍未正式发

布。应用方面，ＡＡＭＩＳＴ５８
［１７］中涵盖了过氧化氢

气体灭菌的特性和应用，但我国现行行业标准［１８］、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１９］和《消毒供应中心管理

与技术指南》［２０］仅对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的

操作给予了指导。因此，国家相关机构应尽快制定

相关规范和指南，完善过氧化氢气体灭菌各类标准，

增加汽化过氧化氢灭菌设备要求和应用规范，为生

产企业和临床操作提供指导；同时，使用部门也应加

强相关的循证研究。

２．２　人员操作因素

２．２．１　灭菌物品的装载量和装载方式　装载量是

影响过氧化氢气体灭菌效果的重要因素［２１２３］，装载

量过多可造成灭菌剂不足。栗英等［２３］用过氧化氢

等离子体同一程序对３种不同装载量的器械灭菌

３０批次后发现，当装载量＞８０％时，生物监测失败

率高达８６．６７％，而装载量＜８０％时，失败率为０。

ＷＳ／Ｔ３６７—２０１２
［１９］及灭菌器说明书均明确规定，

灭菌包应避免叠放和接触灭菌腔内壁。重叠放置、

特卫强包装物品朝向不一致等状况，不利于过氧化

氢的扩散和穿透。此外，装载物品如果触碰到灭菌

舱内壁或电极，会妨碍等离子体产生［１７］；装载物品

距灭菌剂注射口过近，也可能影响过氧化氢气体的

释放和扩散。因此，医疗机构可组织相关培训，帮助

专职人员理解灭菌器的结构及灭菌原理，并要求严

格按照灭菌器说明书要求装载，质控组长及科室负

责人指导并监督装载情况。

２．２．２　灭菌物品和包装材料的选择　材料兼容性

和穿透目标表面的能力是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用于医

疗器械最终灭菌的决定性因素［２４］。两种因素对灭

菌效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当包装或灭菌物品

中含有与过氧化氢气体灭菌不兼容的材质时，可降低

灭菌效果。例如，具有吸附或分解过氧化氢性质的物

品可造成过氧化氢气体浓度降低，从而影响灭菌［２５］。

蔡碧兰等［２６］对２２１批因过氧化氢浓度过低致灭菌

失败的情况统计分析后发现，６１．１％由吸附性物品

所致。研究［２７］显示，无纺布包装对过氧化氢的吸附

性大于特卫强包装，且当无纺布放在上层时，其吸附

性大于放在下层。第二，对于表面灭菌，过氧化氢被

消耗时容易接触到新补充的过氧化氢气体，有助于

杀灭微生物。然而过氧化氢气体穿透性较低，只能

通过管腔开口进入内部，若待灭菌物品形状或结构

复杂，特别是细长的管腔器械，可能达不到可靠的灭

菌效果［６，２１２２，２８］。Ｎｏｈ等
［２１］的研究发现管腔的材料

和结构对灭菌性能有明显影响。

ＧＢ２７９５５—２０２０
［１１］规定，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

菌器不得用于吸收液体的、不能承受真空的、盲端等

１０种对象的灭菌。对此，应对策略包括遵循医药行

·５８３１·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１１月第２２卷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２３



业标准［２９］及ＡＡＭＩ标准
［３０］规定的过氧化氢灭菌的

材料适应性评价指南，确认灭菌器械的材质与灭菌

方式的兼容性和适应性；重视包装材料的兼容性，

包括评估材料是否会吸收或促进过氧化氢气体的

分解［１２］；关注托盘、附件、垫子、支架、标签、器械盒

等部件对过氧化氢的相容性，并遵守医疗器械和灭

菌器制造商的使用说明。

２．２．３　清洗不彻底　医疗器械上残留的蛋白质、盐

和污垢能为微生物提供防护，阻止其与灭菌剂直接

接触，也有利于细菌黏附和生物膜形成［３１］。临床实

践中，因器械未彻底清洗导致灭菌失败，造成手术部

位感染的案例时有发生［３２３６］。过氧化氢气体灭菌对

清洗质量要求高，器械上的有机物和无机物污染可

能会降低其灭菌效果［８，２５］。器械表面的有机物不仅

会保护细菌芽孢，还会消耗过氧化氢灭菌因子，导致

灭菌失败。Ｒｕｔａｌａ等
［３７］在存在盐和血清污染的器

械接种细菌芽孢后，分别用汽化过氧化氢、环氧乙

烷、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和压力蒸汽４种方式进

行灭菌，灭菌失败率为７６．３％、１．９％、１．９％和０，提

示过氧化氢气体灭菌前充分清洁的重要性。无机盐

类（如氯化钠）在灭菌过程中因压力变化导致水分快

速蒸发，结晶体析出并附着在待灭菌物品表面，也可

导致灭菌失败。对此，可考虑的策略包括：参考

ＡＡＭＩＳＴ７９
［３８］指南，使用超声清洗后的自动清洗

消毒器对大多数手术器械进行再处理；至少每周监

测一次（最好每天监测）自动清洗消毒器的清洁效

果；遵守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器械再处理，并与

制造商探讨器械设计是否能有助于器械的充分清

洗；科室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清洗管腔器械时，先

进行预刷洗及酶液超声清洗，再使用减压沸腾、脉动

真空清洗消毒器等设备，有效提高清洗效率［３９４０］。清

洗质量的检测建议使用目测法结合定量检测，对于管

腔器械，建议使用白通条和管道镜进行检查［３８，４１］。

２．２．４　干燥不充分　灭菌前彻底干燥可提高灭菌

成功率［２３］。水分可吸收过氧化氢，阻碍其接触微生

物并对微生物造成破坏，影响灭菌效果。而抽真空

过程中，水分汽化会带走大量热量，导致过氧化氢冷

凝，同时降低灭菌对象的温度，也不利于灭菌。因

此，对难以干燥的器械可使用高压气枪干燥→低温

真空干燥→高压气枪干燥的处理流程，并使用管道

镜及试纸法检测是否残留水分［２３，４２４３］。

２．２．５　培养过程不规范　灭菌后的生物指示物显

示阳性并不一定代表灭菌失败，也可能因操作不当

而出现“假阳性”，其主要原因包括：①监测前未检查

生物指示物质量，或查看范围不完整；②生物指示物

瓶盖进气口被阻挡；③灭菌剂或指示物未按生产厂

家要求储存而变质；④培养液未与芽孢菌片充分混

合；⑤阅读器孔内存在异物；⑥放置位置不正确；⑦

培养仪温度设置有误；⑧盲端管腔中放置生物指示

物；⑨生物阅读器被放置在高强度环境光直射或光

线变化剧烈处；⑩生物指示物被外界细菌污染；○１１停

电，或从阅读孔内取出指示剂后未及时放回；○１２ 未规

范按压生物指示物致其管身破损；○１３ 生物指示物上

二维码阅读装置不能识别［３，４４］。应对措施包括：双

人核对生物指示物的质量；双人实施生物监测操作；

加强人员培训，组织人员学习生物指示物和生物监

测仪的结构、工作原理，操作规范和流程。

２．２．６　灭菌程序的选择　过氧化氢灭菌剂注入量、

扩散时间、压力、温度等都是影响灭菌器性能的重要

过程参数，尤其是灭菌剂注入量，对灭菌成功率影响

显著［２１］。灭菌剂注入量越多，灭菌效果越好，但过

氧化氢注入量过多，可能导致汽化不充分，从而影响

穿透性并对灭菌物品和患者造成伤害［２４］，因此，过氧

化氢注入量应保持经过验证的固定值。栗英等［２３］发

现，当选择短循环程序对管腔器械进行灭菌时，灭菌

失败率高达４０．００％，而使用长循环程序，失败率可

降至４．７５％。因此，应根据灭菌物品的材质、结构

及灭菌器说明书选择正确的灭菌程序。

２．３　灭菌器　过氧化氢灭菌剂具有强氧化性，可能

会氧化和腐蚀传输管道、阀门等内部元件，甚至导致

泄漏；盛装过氧化氢溶液的蒸发器内部可能出现结

垢、结晶现象，影响其加热效果［４５］。赵燕等［４６］对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２８６６起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器

不良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灭菌器故障占９２．６％，

主要表现为灭菌剂泄露、灭菌失败等，这些问题与元

件故障、维护使用不当关系密切。长期使用的灭菌

器可能因设备老化增加灭菌失败概率［６］。此外，即

使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这种“带病”灭菌器也并

不总会报警或中止程序，其对异常状况监测不灵敏，

进一步增加了灭菌失败率。黄锡［４５］报道了一起过

氧化氢气体灭菌器显示“灭菌成功”，而指示卡却显

示灭菌失败的案例，检查设备后发现进液阀泄露。

为应对这些问题，应购买符合国际、国内标准的灭菌

器，严格按照灭菌器说明书要求对设备进行保养和维

护；认真观察每批次灭菌记录，发现问题后及时分析

并处理；按照制造商的参数规定及行业标准，正确判

断物理监测关键指标和化学指示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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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生物指示物

２．４．１　管腔生物过程挑战装置（ＰＣＤ）抗力差异大

　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 ＧＢ２７９５５—２０２０
［１１］，使用

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管腔器械时，应使用

ＰＣＤ或等效验证装置进行监测。使用管腔生物

ＰＣＤ可以真实反映管腔器械的灭菌效果，但监测失

败率远高于普通生物监测，且不同材质、形状、管腔

内径和长度的生物ＰＣＤ抗力差异大
［６，２１２２，２５，４７４８］。

管腔越细长，生物监测失败率越高；管腔较长且细的

灭菌失败率高；单通道灭菌剂开口结构比双通道开

口结构难灭菌；由全氟烷氧基树脂制成的软式

ＰＣＤ在灭菌器达最大装载量时也不易出现生物监

测失败［２１］；一侧盲端的生物ＰＣＤ不适用于该灭菌

方式［２５］。灭菌时，应正确选择管腔ＰＣＤ与非管腔

ＰＣＤ；监测管腔器械时，应依据管腔器械的实际直

径、长度、结构、材质等选择合适的管腔ＰＣＤ
［４９］。

２．４．２　快速与慢速生物指示物判读结果不一致　

大多数情况下，快速生物指示物的荧光判读与慢速

培养结果一致（一致性≥９７％）
［５０５１］。两种判读结果

不一致的情况较少，往往是快速荧光判读结果阳性，

慢速培养结果阴性。其原因可能是灭菌过程有效性

处于临界状态，体系中残留芽孢数量极少或无残留，

微生物的酸性产物数量不足以使指示剂变色，但尚

存在α葡萄糖苷酶并发挥了催化作用，故提示存在

微生物残留，有致病风险［５２］。极少数情况下，不一

致性表现为快速荧光阅读显示阴性，而慢速培养结

果显示阳性的“假荧光阴性反应”。这种判读结果可

能是由于少量残留芽孢结构受损，被损伤的芽孢并

没有死亡，只是不能（或非常缓慢地）萌发，但可以在

培养基上修复后生长［５３］，荧光监测期间没有产生荧

光物质，阅读器误报阴性，之后孢子通过修复再次生

长，改变了指示剂的颜色。当发现“假荧光阴性反

应”时，未成功灭菌的物品可能已经使用，增加了疾

病传播的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并明确快速生物阅

读结果后是否还需要进行慢速培养的相关标准。

２．４．３　生物指示物质量问题　广东省６所医院出

现时间聚集性生物监测失败现象，经调查推断可能

是因生物指示物自身质量问题造成的假阳性［４８］，建

议在接收产品时，检查其相关测试证书，并按照说明

书规范存储生物指示物。

２．５　生物阅读器　生物阅读器滤光片腐蚀或损坏

会导致光的波长和强度发生变化，使阅读器无法精

确判读［４４］；阅读器孔内的杂物、漏液、灰尘等也会影

响阅读结果。此外，生物指示物与化学指示物直接

接触，或监测人员的手接触了带有荧光标记的物品，

都可能导致生物阅读器误报阳性［５４］。以下措施有

助于避免上述问题：阅读器放在远离强光处，加防尘

盖；使用生产商建议的清洗剂；触摸生物指示物前洗

手；定期对阅读器进行效验和维护。

过氧化氢气体灭菌生物监测失败原因主要总结

为缺乏相关明确标准、人员操作因素、灭菌器因素、生

物指示物因素和生物阅读器因素５个方面，见表１。

表１　生物监测失败原因及参考文献总结

原因 分类 作者及发表年份

缺乏相关明确标准 　　 　　　　－ 赵燕等［４６］（２０２２）；秦香等［５］（２０２１）

人员操作因素 灭菌物品的装载量和装载方式 栗英等［２３］（２０２１）；Ｎｏｈ等［２１］（２０２０）；江婷等［２２］（２０２０）；ＡＮＳＩ／ＡＡＭＩＳＴ５８［１７］（２０１８）

灭菌物品和包装的选择 陈慧等［２８］（２０２１）；张东芳等［２７］（２０２１）；Ｎｏｈ等［２１］（２０２０）；江婷等［２２］（２０２０）；蔡碧

兰等［２６］（２０１９）；谈智等［２５］（２０１８）；王佳奇等［６］（２０１８）

清洗不彻底 何惠燕等［８］（２０２０）；Ｒｕｔａｌａ等［３７］（２０２０）；谈智等［２５］（２０１８）

干燥不充分 栗英等［２３］（２０２１）

培养过程不规范 徐世琴等［４４］（２０２０）；王辉娥［３］（２０２０）

灭菌程序的选择 栗英等［２３］（２０２１）；Ｎｏｈ等［２１］（２０２０）

灭菌器 　　　　　 　－ 黄锡［４５］（２０２０）；王佳奇等［６］（２０１８）；赵燕等［４６］（２０２２）

生物指示物 ＰＣＤ抗力差异大 Ｎｏｈ等［２１］（２０２０）；谈智等［２５］（２０１８）

快速与慢速判读结果不一致 杜光彬［５２］（２０２２）；Ｕ．Ｓ．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５１］（２００７）

生物指示物自身质量问题 梁金秀等［４８］（２０２１）

生物阅读器 　　　　　　 － 徐世琴等［４４］（２０２０）；刘明秀等［５４］（２０１７）

　　注：－表示内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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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结

可靠的灭菌效果对患者安全至关重要。尽管过

氧化氢气体灭菌在医疗机构中被普遍使用，但各项

标准和指南还未完善。此外，过氧化氢气体的穿透

力和材料兼容性增加了生物监测失败的复杂度。专

业技术人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准确分析

监测失败的原因，鉴别“真阳性”“假阳性”“假荧光阴

性反应”，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为患者提供安

全可靠的器械保障。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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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８（４）：３００－３０２．

［６］　王佳奇，段弘扬，张剑，等．全国４２家医院过氧化氢低温等

离子体灭菌器现状调查及生物监测抽检比较［Ｊ］．中国消毒学

杂志，２０１８，３５（１２）：９０６－９０８．

ＷａｎｇＪＱ，ＤｕａｎＨＹ，Ｚｈ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ｇａｓｐｌａｓｍａ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ｅｒｓｆｒｏｍ４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３５（１２）：

９０６－９０８．

［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消毒供应

中心 第３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ＷＳ３１０．３—

２０１６［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ｔｅｒｉｌｅ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ＳＳＤ）－ｐａｒｔ３：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ｄｉｓ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Ｓ３１０．３－２０１６［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

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

［８］　何惠燕，黄凤玉，吴雪花，等．三种生物指示物监测过氧化氢

低温等离子灭菌的效果比较［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０，

３０（１４）：２２３６－２２４０．

ＨｅＨＹ，ＨｕａｎｇＦＹ，ＷｕＸＨ，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ｌａｓｍａ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０（１４）：２２３６－２２４０．

［９］　ＳｅｔｌｏｗＢ，ＫｏｒｚａＧ，Ｓｅｔｌｏｗ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ｅｎ

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ｓｅｄｉｎａｒａｐｉｄｔｅｓｔｆｏｒｓｔｅａｍ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ｕ

ｒａｎｃｅ［Ｊ］．ＪＡｐｐ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１２０（５）：１３２６－１３３５．

［１０］ＢｅｕｔｈＶｅｒｌａｇ．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ｅｒ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ｐｏｒｉｚ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ｅｓ

ｔｉｎｇ：ＥＮ１７１８０：２０１７［Ｓ］．Ｂｅｒｌｉｎ：Ｂｅｕｔｈ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７．

［１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过氧化氢

气体等离子体低温灭菌器卫生要求：ＧＢ２７９５５—２０２０［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２０．

Ｓｔａｔ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

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Ｈｙｇｉｅｎ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ｇａｓｐｌａｓｍａ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ｅｒ：ＧＢ

２７９５５－２０２０［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

［１２］ＩＳＯ．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ｐｏｒｉｚ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ＩＳＯ２２４４１：２０２２［Ｓ］．Ｖｅｒｎｉｅｒ，Ｇｅｎｅｖａ，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ＩＳＯ，２０２２．

［１３］ＩＳＯ．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ｐａｒｔ１：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Ｏ１１１３８－１：２０１７［Ｓ］．Ｖｅｒ

ｎｉｅｒ，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ＩＳＯ，２０１７．

［１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第１部分：通

则：ＧＢ１８２８１．１—２０１５［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７．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ｐａｒｔ１：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ＧＢ

１８２８１．１－２０１５［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

［１５］ＩＳＯ．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ｅｓ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ＳＯ１８４７２：２０１８［Ｓ］．

Ｖｅｒｎｉｅｒ，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ＩＳＯ，２０１８．

·８８３１·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１１月第２２卷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２３



［１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与化学指示物 测试设

备：ＧＢ／Ｔ２４６２８—２００９［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ｅｓ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ＧＢ／Ｔ

２４６２８－２００９［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

［１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ＳＩ／ＡＡＭＩＳＴ５８：２０１３（Ｒ２０１８）［Ｓ］．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Ａ，ＵＳ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

［１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消毒供应

中心 第２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ＷＳ３１０．２—

２０１６［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ｔｅｒｉｌｅ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ＳＳＤ）－ｐａｒｔ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Ｓ３１０．２－２０１６［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

［１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ＷＳ／Ｔ

３６７—２０１２［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ＷＳ／Ｔ３６７

－２０１２［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２０］张青，钱黎明．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与技术指南［Ｍ］．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２１：２４１－２４３．

ＺｈａｎｇＱ，ＱｉａｎＬＭ．Ｇｕｉｄｅ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ｈｅ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ｃｅｎｔｅｒ［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２１：２４１－２４３．

［２１］ＮｏｈＭＳ，ＪｕｎｇＳＨ，ＫｗｏｎＯ，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ｖａｐｏｒｉｚ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ｂａｓｅ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ｅｒ

ｗｉｔｈｄ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ＡＣＳＯｍｅｇａ，２０２０，５

（４５）：２９３８２－２９３８７．

［２２］江婷，贾利荫，吴志萍．器械装载量对低温等离子灭菌效果的

影响［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０（１８）：２８７７－２８８０．

ＪｉａｎｇＴ，ＪｉａＬＹ，ＷｕＺ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ａｄ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ｉｎｓｔ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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