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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方手消毒液杀菌效果及毒性的实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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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一种新型手消毒液杀灭微生物效果与安全性能$方法
!

采用载体定量杀菌实验和动物毒

性实验该新型手消毒液进行了实验室研究$结果
!

该消毒液以主要有效成分聚
)

-

%)

"

%)

乙氧基#

)

乙脂.

)

氯化胍"含

量为
#86%"[

#和聚
)

环己
)

胍盐
)

氯化物"含量为
#8$9"[

#的水溶液对布片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
".EC

!

对布片上白色念珠菌作用
6#.EC

!杀灭率均达
((8(([

$将该消毒液原液密封置于
$9i

放置
(#F

!杀菌效果与储

存前无明显差异$菌悬液内含
"#[

小牛血清对该消毒剂杀菌效果无明显影响$经
$#

人次手的现场消毒实验证

明!该洗液对手上自然菌消毒效果比较好!对自然菌杀灭率达到消毒合格要求$该消毒剂对小鼠经口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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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积系数
g

(

"

'该消毒液原液对家兔皮肤刺激实验积分为
#

!眼刺激实验积分为
68#

'对小鼠骨髓嗜多染红

细胞微核实验为阴性!精子畸形实验结果为阴性$该消毒剂原液浸泡
9%@

!对不锈钢&铜无腐蚀!对碳钢和铝基本无

腐蚀性$结论
!

该复方消毒剂对细菌繁殖体和真菌杀灭效果较好'属实际无毒级!弱蓄积毒性'对皮肤&眼睛为无刺

激性'性能稳定!腐蚀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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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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胍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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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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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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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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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临床医护人员因频繁洗手对皮肤的刺激#研究了解

一种新型的快速复方手消毒液#其主要有效成分是聚
)

.

%)

$

%)

乙

氧基%

)

乙脂/

)

氯化胍$含量为
#86%"[

%和聚
)

环己
)

胍盐
)

氯化物

$含量为
#8$9"[

%#水溶液无色(无味(外观呈透明状#是一种

新型消毒液*为了解其反复使用的效果及安全性#在实验室对

其杀菌作用(稳定性(金属腐蚀性(毒性进行了实验观察#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菌片的制备
!

将金黄色葡萄球菌$

*:WW!"$U

%(大肠杆

菌$

U#((

%(白色念珠菌$

*:WW6#%$6

%经
$9i

培养
%5@

新鲜斜

面培养物#用磷酸盐缓冲液$

&RT

%洗下菌苔#并配制成菌悬液)

取
#8#%.S

菌悬液滴染于脱脂的无菌布片$

6D.^6D.

%上#

干燥菌片.

6

/

*

$8/

!

中和剂鉴定实验
!

用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为代

表菌株#实验设平行
!

组$表
6

%#按载体定量杀菌试验程序进

行*各组实验结果判定标准均按
%##%

年版0消毒技术规范1规

定执行.

%

/

*实验重复
$

次*结果判定#以第
6

组不长菌或有少

量菌生长且少于第
%

组#第
%

组菌数大于
"#DB0

"

.S

)第
$

(

5

(

"

组间菌数符合规定要求且组间菌数相差不超过
6"[

)第
!

组

不长菌)表明所选中和剂及其浓度适宜*

$8'

!

载体浸泡定量杀菌实验
!

按每片
"8#.S

用量#将消毒

液原液$阳性对照为
&RT

%注入无菌平皿中#置$

%#`6

%

i

水浴

箱内恒温#将菌片浸没在消毒液内*作用至预定时间#取出菌

片#分别移入到盛有
"8#.S

中和剂溶液的试管中#中和作用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6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S>GV<FW,EC

!

V>AD@%#66

!

X;,8U

!

Y;8!



6#.EC

#经振荡洗涤#取样进行活菌计数培养*培养后计数平

板菌落数#计算存活细菌数并计算平均杀灭率*试验重复
$

次*有机物影响试验是在菌悬液内加入不同浓度的小牛血清#

用其滴染菌片#按载体浸泡定量杀菌试验程序进行*

$81

!

手现场消毒试验
!

随机选择
$#

名志愿者#首先让受试者

搓擦双手*用无菌棉拭沾湿含中和剂的采样液#对左手指屈侧

进行涂抹采样#作为阳性对照组*然后用妇阴洁洗液原液对受

试者双手进行擦拭消毒两遍#再按上述采样方法对受试者右手

进行涂抹采样#作为消毒后试验组*将棉拭头剪入盛有
"8#

.S

中和剂的试管中#洗脱棉拭头上的细菌并混匀#取洗脱液

做活菌计数#计算对自然菌的消除率*

$82

!

稳定性实验
!

将该消毒剂的原液用玻璃瓶密封包装#置

$9i

温箱储存
(#F

*于放置前后#分别取样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白色念珠菌进行杀灭效果试验#比较储存前后杀菌效果

变化*

$8)

!

金属腐蚀性实验
!

将不锈钢(碳钢(铜和铝等
5

种金属片

制成直径
%58#..

(厚
68#..

圆形#穿一直径为
%8#..

小

孔#表面积总值约为
(8U#D.

%

#光洁度为
!

*用清洁洗涤剂浸

泡#去油#洗净)以
6%#

号粒度水砂纸磨去金属表面的氧化层#

再用自来水冲净#置
"#i

恒温箱中干燥
6@

后精确称重*以

每个金属片
%##.S

用量#将该消毒剂原液分装到烧杯内#每

种金属
6

个)然后取每种金属片一式
$

片悬挂浸泡在消毒液内

9%@

#取出金属片除去腐蚀产物并清洗后#干燥后精确称重作

为实验后重量*计算腐蚀速率*

$8.

!

毒性实验.

%

/

$8.8$

!

急性经口毒性实验
!

选取体质量
%#

"

%%

H

的健康昆

明种一级小鼠
%#

只#雌雄各半*用消毒剂原液#采用一次经口

灌胃给药#给药后观察
65F

#每天记录小鼠各种表现和死亡情

况#计算
Sb

"#

值*

$8.8/

!

蓄积毒性实验
!

选择体质量
6U#

"

%##

H

的健康昆明

种一级大鼠
%#

只#雌雄各半*根据急性毒性试验
Sb

"#

值按体

重计算染毒剂量#第
6

"

5F

染毒剂量为
#86Sb

"#

#以后每
5

小

时递增
68"

倍剂量#直至
%UF

*每
5

小时称重
6

次#计算蓄积

系数*

$8.8'

!

急性眼刺激实验
!

选用健康白色家兔
5

只#体质量
%8"

"

$8#K

H

#将该消毒剂原液
#86.S

滴入家兔左眼结膜囊内#被

动闭合
51

后用生理盐水冲洗#右眼为对照滴生理盐水*于滴

眼后
!

(

%5

(

5U

(

9%@

和
5

(

9F

观察并记录眼局部刺激反应并进

行评分*

$8.81

!

急性皮肤刺激实验
!

取
5

只健康白色家兔#体质量
%8"

"

$8#K

H

#将背部脊柱两侧脱毛分别为
$8#D.^$8#D.

#不损

伤表皮*

%5@

后将
#8%.S

该剂原液均匀涂抹在左侧皮肤上#

用二层纱布和玻璃纸覆盖后固定)右侧皮肤作为空白对照#

5@

后除去受试物*于除去受试物后
6

(

%5

(

5U@

分别观察皮肤反

应#进行刺激评分*

$8.82

!

小鼠骨髓细胞微核实验
!

选用健康一级小鼠
"#

只#随

机分为
"

组#每组雌雄各
"

只*设计
6

"

%Sb

"#

(

6

"

"Sb

"#

(

6

"

%#Sb

"#

.

H

"

K

H

体质量
$

个剂量组#另设阴性对照$蒸馏水%及

阳性对照$按体质量计算给环磷酰胺
5#.

H

"

K

H

%*经口灌胃给

药#采用两次给药间隔
%5@

#于末次给药后
!@

#常规取股骨骨

髓制片(固定(染色#于油镜下对每只动物观察
6###

个嗜多染

红细胞#计算微核率#进行统计学分析*

$8.8)

!

小鼠精子畸形实验
!

选用
%"

只雄性健康小鼠#随机分

为
"

组#每组
"

只*设计
6

"

%

(

6

"

"

(

6

"

%#Sb

"#

$

个剂量组#另设

阴性对照$蒸馏水%及阳性对照$按体质量计算给环磷酰胺
5#

.

H

"

K

H

%*经口灌胃给药#连续
"F

#于首次给药后的第
$"

天处

死动物#取附睾制片(固定(染色#于油镜下对每只动物观察

%###

条精子中畸形精子数#计算精子畸形发生率#进行统计学

分析*

/

!

结
!!

果

/8$

!

中和剂选择试验
!

试验表明#用含
5#

H

"

S

吐温
U#

(

%#

H

"

S

卵磷脂(

6#

H

"

S

甘氨酸(

6

H

"

S

硫代硫酸钠联合组成
&RT

中和剂#能有效中和复方消毒剂对两种试验菌的残留作用#中

和剂及其产物对实验菌生长及培养基成分无不良影响#见

表
6

*

表
6

!

复方手消毒液中和剂实验结果%每片
DB0

&

组别
平均菌数

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念珠菌

消毒剂
_

菌片
# #

$消毒剂
_

菌片%

_

中和剂
!% "5

中和剂
_

菌片
9U(### (5%###

$消毒剂
_

中和剂%

_

菌片
9!U### (6%###

阳性对照
956### (5$###

阴性对照
# #

/8/

!

杀菌效果
!

结果表明#该消毒液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

杆菌作用
".EC

#对布片上白色念珠菌作用
6#.EC

#杀灭率均

达
((8(([

#见表
%

*

表
%

!

复方手消毒液对细菌繁殖体'白色念珠菌的杀灭效果

实验菌
作用不同时间的平均杀灭率$

[

%

".EC 6#.EC 6".EC %#.EC

金黄色葡萄球菌
((8(( ((8(( 6##8## 6##8##

大肠杆菌
((8(( ((8(( 6##8## 6##8##

白色念珠菌
((8(( ((8(( 6##8## 6##8##

/8'

!

有机物影响实验结果
!

结果表明#用菌悬液中含体积分

数
"#[

小牛血清滴染的菌片进行实验#对该消毒剂杀灭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效果基本无影响#见表
$

*

表
$

!

有机物对复方手消毒液杀菌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

小牛血清

含量$

[

%

作用不同时间的平均杀灭率$

[

%

".EC 6#.EC 6".EC %#.EC

# ((8(( ((8(( 6##8## 6##8##

%# ((8UU ((8(5 ((8(( ((8((

"# ((89" ((8(% ((8(" ((8((

/81

!

对手现场消毒效果
!

经
$#

人次手的现场消毒试验结果

表明#用复方手消毒液对手部皮肤擦拭消毒并作用
$.EC

#对手

上自然菌的平均消除率达到
((8"#[

#符合现场消毒合格

要求*

/82

!

稳定性试验结果
!

经检测#复方手消毒液原液密封包装

在
$9i

条件下放置
(#F

#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效果与储

存前比较无明显差异#见表
5

*

/8)

!

金属腐蚀性实验结果
!

经检测#复方手消毒液原液对
5

种金属浸泡
9%@

#对不锈钢(铜无腐蚀性#对碳钢(铝基本腐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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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
f

$

..

"

>

%均小于
#8#6

*

表
5

!

复方手消毒液稳定性实验效果

放置时间$

F

%

阳性对照组每片

平均菌数$

DB0

%

作用不同时间的平均杀灭率$

[

%

".EC 6#.EC 6".EC %#.EC

# 96U### ((8(( ((8(( 6##8## 6##8##

(# !(5### ((8(% ((8(9 ((8(( 6##8##

/8.

!

毒性实验结果

/8.8$

!

急性经口毒性实验
!

小鼠染毒后未见异常反应#未出

现死亡#观察期满处死动物#大体解剖未发现组织或脏器有明

显异常改变*受试物对小鼠急性经口
Sb

"#

(

"###.

H

"

K

H

$体

质量%#根据急性毒性分级标准属实际无毒级*

/8.8/

!

蓄积毒性实验
!

给药
%#F

后观察#雌(雄小鼠均无死

亡情况发生#小鼠蓄积系数
g

(

"

#为弱蓄积毒性*

/8.8'

!

急性眼刺激实验
!

对动物眼刺激实验#染毒组家兔眼

角膜和虹膜正常#结膜未见水肿(有轻微充血#结膜刺激指数为

6

*按急性眼刺激强度分级标准#属无刺激性*

/8.81

!

急性皮肤刺激实验
!

除受试物后#各家兔受试皮肤局

部未见有红斑和水肿反应*皮肤刺激反应积分值为
#

#对照侧

皮肤未见异常#按皮肤刺激反应评分标准#反应积分均值为
#

#

该洗液对家兔皮肤无刺激性*

/8.82

!

小鼠骨髓细胞微核实验
!

经统计学分析#受试组嗜多

染红细胞微核率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K7

#8$%%

(

#8#"

%#

&W'

"

YW'

比值均大于
#86

$表
"

%#而与阳性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

核实验为阴性#无致突变性*

表
"

!

复方手消毒液对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实验结果

组别 含微核
&W'

数 微核细胞率
&W'

"

YW'

实验组
685̀ #8U #8$%% 689̀ #8$

阴性对照蒸馏水
6$ 68$̀ 68# 68Ù #8(

阳性对照环磷酰胺
$6( $68(̀ $8$ 686̀ #8(

/8.8)

!

小鼠精子畸形实验
!

经统计学分析#精子畸形实验结

果为阴性*

'

!

讨
!!

论

实验观察的复方手消毒液以聚
)

.

%)

$

%)

乙氧基%

)

乙脂/

)

氯

化胍和聚
)

环己
)

胍盐
)

氯化物为主要有效成分#这两种胍盐具有

很高的活性#使聚合物呈正电性#通过库仑力吸附到带负电性

的有害微生物表面#通过细胞壁$或者包膜%扩散到细胞内部#

与细胞质膜结合使其破裂#其内容物流失#从而灭菌*此外#聚

合物形成的薄膜会紧紧包裹微生物#抑制其复制分裂等繁殖行

为#同时切断微生物的呼吸通道#使之迅速窒息而死*该杀菌

剂的杀菌过程迅速且不产生任何有害物质#不影响杀菌环境中

的其他任何无关成分#是安全无毒的高效灭菌剂.

$)"

/

#更为优越

的是#其杀菌机制不依赖于微生物的形态和种类#所以微生物

的变种和变异不影响其药效的发挥#也就是说它不会使微生物

产生抗药性#因此即使持续长期使用#药效也丝毫不会降低*

而氧(氯(碘(醛(酚类杀菌剂依靠氧化作用或者卤代作用杀菌#

杀灭有害微生物的同时会腐蚀相关设备#甚至产生有毒物质危

害人畜健康*其他的重金属类杀菌剂如
*

H

等杀菌活性一般#

又因其制造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且不易储存和运输的缺点使

其应用具有很大局限性*而复方手消毒液性能稳定#易于保存

和运输#使用方便*张卓然等.

!

/报道急性经口毒性实验结果显

示该消毒液属实际无毒物质#与本实验观察结果一致#在亚急

性毒性实验研究试验期内各试验组动物生长发育良好#体质量

增重(食物利用率(脏器系数(血常规(血生化等各项指标均在

本实验室正常值范围内#与对照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病理组织学检查各组脏器未见有意义的病理改变*

本实验结果表明#该复方消毒剂对细菌繁殖体和真菌杀灭

效果较好)毒理学评价属实际无毒级#弱蓄积毒性)对皮肤属无

刺激性#对眼睛无刺激性)性能稳定#腐蚀性较低#适合在医院

长期反复洗手使用#是一种理想的新型水溶性消毒产品#具有

研究开发前景#值得进一步作系统研究和适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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