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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不同清洗剂对内镜的消毒效果比较!探讨对内镜消毒效果最佳的清洗液&方法
!

收集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份该院使用过的内镜
,05

件!随机将所选的内镜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均有内镜
;.+

件&实验组使用生物膜专用

清洗剂进行清洗!对照组使用多酶清洗剂进行清洗!清洗后两组内镜均给予相同的灭菌流程&采用三磷酸腺苷"

1'&

#生物荧光技

术检测两组清洗后内镜活检孔中
1'&

水平!采用目测法$残留蛋白检测法及咽拭子法来分析与统计两组内镜消毒的合格率&

结果
!

清洗后两组内镜活检孔中
1'&

水平较清洗前均明显减少!且实验组减少得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目测

法$残留蛋白检测法及咽拭子法的检测结果显示!实验组内镜清洗的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

结论
!

生物膜专用清洗剂能有效去除内镜腔内的生物膜!其对内镜的清洗效果更明显!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大力推广应用&

关键词$清洗剂'

!

内镜'

!

消毒'

!

生物膜专用清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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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内镜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

;

(

)内镜具有精细的结构*特殊的材料及频繁地使用等特

点'

0

(

)内镜在操作过程中会接触到体液*血液及黏液等分泌

物#这些分泌物如不能彻底清洗掉#会在内镜腔#特别是在裂纹

或划痕处形成蘑菇样生物膜&而生物膜的基质是脂多糖#清洗

液很难通过#因此#内镜使用后的清洗消毒在临床上有一定难

度'

,#+

(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显示生物膜专用清洗剂对

内镜的清洗效果较佳'

/

(

)本研究选取
,05

件使用过的内镜#通

过对不同清洗剂的消毒效果的对比#探讨对内镜消毒效果最佳

的清洗液#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收集
,05

件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院

使用过的内镜为研究对象#其中支气管镜
+:

件#胆道镜
;0

件#

腹腔镜
.0

件#肠镜
/-

件#胃镜
.5

件#泌尿镜
+:

件及宫腔镜
,5

件)按种类分类后#再随机将每类的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与对

照组#两组均有内镜
;.+

件)实验组中支气管镜
0+

件#胆道镜

.

件#腹腔镜
,-

件#肠镜
0.

件#胃镜
,/

件#泌尿镜
0.

件及宫腔

镜
;5

件)对照组中支气管镜
0/

件#胆道镜
.

件#腹腔镜
,0

件#肠镜
0/

件#胃镜
,,

件#泌尿镜
0,

件及宫腔镜
0-

件)内镜

使用完后依据内镜的污染程度分为轻*中及重度污染#其中轻

度污染为内镜的表面有斑点样的血渍或污渍&中度污染为内镜

的表面有片状的血渍或污渍&重度污染为内镜的表面有大面积

的血渍或污渍)两组内镜在种类*内镜的污染程度及浸泡时间

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比性)

$4/

!

方法
!

两组内镜均严格按照
0--+

年原卫生部指定的,内

镜清洗消毒技术的操作规范-来进行清洗'

,

(

#轻*中度污染的内

镜可以直接用湿纱布擦拭镜身#对重度污染的器械先浸泡
,-

8@A

后再用湿纱布擦拭镜身)对照组!拭干内镜后#将
3DCF@"

公司生产的
UAO

K

MEFC0

全效多酶清洗剂注入内镜的送水*送气

管道及活检孔道#进行反复的冲洗与擦洗#并将内镜的附件在

多酶洗剂中进行浸泡$

;-8@A

%

'

.

(

)然后再用清水冲洗残存的

多酶洗剂#将内镜及附件擦干后放于戊二醛溶液$

0-

9

"

*

%浸泡

,-8@A

#再用无菌蒸馏水进行冲洗#接着用自动的清洗消毒机

进行清洗及最后的漂洗)最后用低温灭菌法对需要灭菌的内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GSCL$=@A

!

SEFM!0-;6

!

T<=4;+

!

2<4.



镜附件进行灭菌处理'

6

(

)实验组!拭干内镜后#使用德国韦格

博士公司所生产的生物膜清洗剂并按其说明书对内镜进行清

洗'

5

(

#然后再用清水冲洗残存的多酶生物膜清洗剂#将内镜及

附件擦干后放于戊二醛溶液$

0-

9

"

*

%浸泡
,-8@A

)然后再用

无菌的蒸馏水进行冲洗#接着用自动的清洗消毒机进行清洗及

最后的漂洗)最后用低温灭菌法对需要灭菌的内镜附件进行

灭菌处理)清洗前后对两组的内镜进行采样#即用无菌注射器

取
;/8*

无菌生理盐水后注入内镜的活检孔#收集活检孔出

口处的生理盐水后快速将裂解液及荧光素酶挤入#然后采用三

磷酸腺苷$

1'&

%生物荧光技术检测两组清洗后内镜活检孔中

1'&

水平即相对光单位值$

%*a

%#采用目测法*残留蛋白检测

法及咽拭子法统计两组内镜消毒的合格率)

$4'

!

观察指标
!

目测法!指两组内镜清洗后均用光源放大镜

检查内镜宫腔*关节及套管处#如留有血渍*污渍或锈迹则判断

为不合格&用无菌棉签擦拭#如棉签上有污渍#则也判断为不合

格)残留蛋白检测法!使用
,S

公司
N

F<#DCMDS

蛋白清洗测试

棒#其反应原理是双缩脲反应#蛋白质分子中的肽键与
[I

0h发

生络合反应后形成的复合物呈紫色#通过颜色的变化来对内镜

蛋白质的残留量进行判断)没有蛋白质残留时为绿色#结果为

阴性&有蛋白质残留时为紫色或灰色#结果为阳性)咽拭子培

养法!即用咽拭子蘸取消毒灭菌的生理盐水在内镜的齿纹或螺

旋部等较隐蔽处取样#培养
,L

后观察培养皿中的菌落数)阴

性为没有菌落生长#阳性为有菌落生长)合格率
>

$结果为阴

性的例数"每组的总例数%

e;--R

)

$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33;: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F7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0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4$

!

清洗前后两组内镜活检孔中
1'&

水平比较
!

清洗前两

组内镜的活检孔中
1'&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清洗后两组内镜的活检孔中
1'&

水平较清洗前均有明

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但实验组内镜活检孔

中
1'&

的水平减少得更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

表
;

)

表
;

!!

清洗前后两组内镜活检孔中
1'&

水平

!!!

比较%

F7D

'

%*a

&

组别
-

清洗前 清洗后

实验组
;.+ +5;04,+7,/4;0 /:54;07;04;0

对照组
;.+ +6:54.67,+4:+ ;5,+40,7/,40,

< -4/:5 0400+

! -4/,+ -4-06

/4/

!

目测法两组内镜清洗灭菌合格率比较
!

目测法清洗灭菌

后实验组内镜有
0

件为阳性#对照组内镜有
,/

件为阳性#实验

组内镜 清 洗 灭 菌 的 合 格 率 $

:5465R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654..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0

)

/4'

!

残留蛋白检测法两组内镜清洗灭菌合格率的比较
!

蛋白

清洗测试棒检测法来检测清洗灭菌后实验组内镜有
,

件为阳

性#对照组内镜有
,5

件为阳性#实验组内镜清洗灭菌的合格率

$

:54;6R

%明显高于对照组$

6.45,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见表
0

)

/41

!

咽拭子培养法两组内镜清洗灭菌合格率的比较
!

咽拭子

培养法检测清洗灭菌后实验组内镜有
+

件为阳性#对照组内镜

有
,5

件为阳性#实验组内镜清洗灭菌的合格率$

:64/.R

%明显

高于对照组$

6.45,R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0

)

表
0

!!

两组在
,

种方法下的内镜清洗灭菌合格率的比较%

-

&

组别
-

目测法

阳性 阴性

残留蛋白检测法

阳性 阴性

咽拭子培养法

阳性 阴性

实验组
;.+ 0 ;.0 , ;.; + ;.-

对照组
;.+ ,/ ;0: ,5 ;0. ,5 ;0.

!

0

/4,;/ /4-0; /4;5.

! -4-0, -4-;: -4-0;

'

!

讨
!!

论

!!

内镜作为一种微创性*侵入性的诊断及治疗工具已在临床

工作中被广泛地应用#由于内镜存在管腔多*结构复杂*活动关

节多及管腔小等特点'

:

(

#使用过的内镜很容易残留有机物$黏

液及血液%#而残留的这些有机物会阻碍内镜中的微生物与消

毒灭菌因子进行有效地接触#易产生一种可以保护细菌的膜

$生物膜%#进而影响内镜的灭菌效果'

;-

(

)生物膜一旦生成#就

很难被普通的清洗方法所清除#会在内镜循环使用过程中不断

地积累#当生物膜积累到一定厚度时#内镜内的细菌就会很难

被杀灭#进而影响到内镜清洗灭菌的质量'

;;

(

)

生物膜清洗剂中的去除分子一侧为亲生物膜端#可以与生

物膜紧密结合#另一侧为近水端#可以与水进行紧密结合#其作

用原理在于渗透#通过渗透对生物膜的菌落进行分离并瓦解#

将生物膜从内镜上剥离#进而达到清洗杀菌的目的'

;0

(

)临床

上常用
1'&

污染检测方法来判断内镜清洗后的清洁度#污染

物多*内镜越不清洁时所检测的
1'&

值就会越高&相反#污染

少*内镜清洗得越干净时所测的
1'&

值就会越低'

;,

(

)本研究

结果显示#生物膜清洗剂与多酶清洗剂清洗内镜后#两组内镜

活检孔中
1'&

水平均比清洗前明显降低#且生物膜清洗剂清

洗后活检孔中
1'&

水平明显低于多酶清洗剂清洗后的
1'&

水平)这一结果说明生物膜清洗剂与多酶清洗剂清洗对内镜

均有清洗灭菌效果#但生物膜专用清洗剂能更有效地去除内镜

中的污物#即生物膜清洗液的清除能力比多酶清洗剂要高)本

研究还用目测法*残留蛋白检测法及咽拭子法来检测清洗灭菌

后两组内镜的清洗效果)

,

种检测方法的结果均显示#生物膜

清洗剂清洗内镜的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多酶清洗剂#这也是对生

物膜专用清洗剂清洗灭菌效果更佳的进一步证实)分析产生

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酶清洗剂对生物膜的清除效果不明

显#这与许多研究结果相符合'

;+

(

)

综上所述#清洗是内镜消毒与灭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据

统计#清洗能去除内镜中约
:/R

的病原体#加强与重视内镜的

清洗工作#能很大程度上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是提高医疗质

量及保证手术患者安全的有力保障)本研究结果显示#生物膜

清洗液能有效地清除内镜中的生物膜#对内镜的清洗灭菌能力

明显高于多酶清洗剂#这不仅能降低手术患者术后的感染率#

还能延长内镜的使用寿命#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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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较长的透析时间为
3(&'

的独立危险因素#

因为透析时间增加后#肾脏残余功能将被衰减#钙磷代谢紊乱

加重#活化维生素
)

的缺乏及低钙高磷症状会不断刺激甲状

旁腺#导致
&'(

水平升高#患者更容易出现
3(&'

#且患者经

过透析治疗后将改善其饮食情况#提高磷摄入水平#加重恶性

循环)

微炎症状态普遍存在于透析患者体内'

;,

(

#而且这种炎症

状态能够诱发动脉硬化*血管钙化并加重患者的贫血情况#与

心血管疾病关系明显)

$%&

在肝脏中被合成#较好地反映了

炎性反应状态#是反映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心血管病变的重要

标志物'

;+

(

)本研究结果发现
$%&

水平升高为糖尿病肾衰竭

3(&'

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既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同

时#本研究还对患者的年龄*血清蛋白等因素与糖尿病肾衰竭

3(&'

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均为导致
3(&'

患者的

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应用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研究了糖尿

病慢性肾衰竭合并
3(&'

的高危因素#认为高血压*透析时

间*

$%&

和血磷水平升高是诱发
3(&'

的独立危险因素#对

3(&'

进行早期诊治能够有效延缓慢性肾衰竭的进行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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