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宋林#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内镜清洗消毒灭菌方面的研究(

#

!

通信作者#

Y+K=EH

!

.""#-##%B

'ZZ

;5DK

(

!论
!!

著!

高水平消毒后内镜存储时间的分析研究

宋
!

林!彭
!

静!刘
!

林!李
!

晶!邱
!

漫#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镜中心!重庆
"###-A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分析高水平消毒后内镜的菌群!进一步研究内镜存储时间%方法
!

,#-A

年
.

月
-

日至
B

月
/-

日对重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镜中心进行前瞻性观察研究%共计有高水平消毒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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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胃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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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肠镜纳入研究!分别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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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进行病原菌采样$培养!并对病原菌进行菌落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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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重复测量的方法对胃镜与肠镜第
#

$

-

$

/

$

B

$

-"

天污染率进行比

较!组内
.

个时间点污染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两组间污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条内

镜中共有
/.

条培养出非典型致病菌!在临床上无意义&

A

条培养出致病菌落!包括肠球菌$近平滑念珠菌和溶血性链球菌以及曲

霉菌%所有培养皿在临床上均不显著!因为每一种只在一个取样点被检出
-

"

,

次!而且所有菌落的菌量都很低%结论
!

内镜可

以在再处理后储存长达
-"L

!而仅仅存在较低的致病菌滋生风险%这将极大地降低医疗成本%

关键词#内镜&

!

高水平消毒&

!

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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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检查是一种临床常用的侵入性诊疗检查技术#能够帮

助临床明确诊断#明确疾病#具有微创'痛苦小等特点)

-+,

*

(胃

镜结构复杂#腔道结构多#材料特殊#不宜进行高温消毒#只宜

进行化学消毒浸泡或低温消毒)

/

*

(健康者消化道是有菌的腔

道#检查后的胃镜会携带各种微生物#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清

洗#就会滋生微生物(内镜消毒的目的是防止致病菌从一位患

者体内传播给另一位患者(我国常用的内镜消毒方法是高水

平消毒方法#尽管消毒方法的改进对于消毒的有效性是有保障

的#但是对于内镜在储存柜中究竟能存放多久#人们一直存在

争议)

-

#

"+.

*

(正是由于这种争议#目前我国也没有制定出储存

柜安全存放时间的相关指南(这导致了不同的中心储存时间

的差异(其中大多数会存放
,")

(而其他国家的中心#例如澳

大利亚胃肠协会#建议更加严格的方法#储存
-,

"

B,)

#视内镜

种类而定)

A

*

(有些研究表明存放
.

"

-"L

的污染风险也是很

低的(有研究表明对于小肠镜而言#储存时间可长达
%

周)

A+%

*

(

本研究拟通过分析高水平消毒后内镜的菌群#进一步探讨内镜

存储时间(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纳入标准
!

,#-A

年
.

月
-

日至
B

月
/-

日在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的一项前瞻性观察试验(用于此项研究

的内镜在研究前都处于正常使用的状态#仅仅在研究进行时供

研究使用(包括
.A

条胃镜和
."

条肠镜$奥林巴斯%(在此项

研究中的所有人员都经过内镜技师的专项认证并且严格遵循

原卫生部
,##"

年颁布的+内镜清洗消毒技术操作规范,#通过

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进行高水平消毒(

$;/

!

方法

$;/;$

!

内镜处理
!

每一条内镜的再处理都遵循规范(包括通

过酶液的床旁预处理直到所有可见污染物全部去除掉(然后

-

%/B-

-

检验医学与临床
,#-B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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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抽吸清洗液冲洗各管道(内镜被转运到专门的清洗间进

行测漏#如果镜身没有发现破损#接着对镜子进行手工初洗和

酶洗(随后进行空气吹注并进行视检#最后#将镜子置入内镜

自动清洗清毒机内进行清洗'漂洗'高水平消毒$邻苯二甲醛%'

终末漂洗和干燥等#在
,#KE?

的消毒过程后#对内镜进行空气

吹注洗干燥(最终#将镜子垂直悬挂在干燥无尘储存柜中(储

存柜中也包含经常使用的镜子#因此在白天储柜门会打开#但

在夜间储柜门严格锁闭(

$;/;/

!

样品采集
!

所有微生物样品的采集均由两名认证的护

师完成(一名具有
-A

年经验的肠镜操作技师#同时具有
-.

年

的内镜技师经验(另一位是感染控制人员(对高水平消毒过

的内镜进行采样$第
#

天%#接着把内镜悬挂于储存柜$但并不

再处理%#第
-

'

/

'

B

'

-"

天再次采样(样品是在第
#

天'

-

天'

/

天'

B

天和
-"

天#从内镜的孔道中采集#共采集了
$A

个样品(

对于十二指肠镜来说#先从抬钳器处开始采样#然后对吸引孔

道和活检孔道进行采样(对于肠镜和胃镜来说是先采集吸引

孔道再采集活检孔道(对于抬钳器孔道#用
/KU

的无菌水对

孔道进行冲刷#一共进行
/

次#得到
$KU

的采集水(对于吸

引孔道和活检孔道的采集方法相同#只是第
-

次用
/#KU

的

无菌水冲刷(接着#用无菌毛刷伸入孔道#直到有
,5K

毛刷超

出先端(用无菌剪刀切断毛刷#使其掉落到样品采集杯中(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统计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T4T$;-

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其重复测量设计采用
5=GKDL

模型

计算分组和时间效应#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病原菌阳性率
!

采用重复测量的方法对胃镜与肠镜第

#

'

-

'

/

'

B

'

-"

天污染率进行比较#组内
.

个时间点污染率之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两组间污染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见表
-

(

表
-

!!

内镜病原菌培养&

1

$

_

%(

组别
1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B

天 第
-"

天

胃镜组
.A

!

.

$

%;$

%

A

$

-#;B

%

A

$

-#;B

%

B

$

-,;.

%

-#

$

-B;$

%

肠镜组
."

!

A

$

--;-

%

B

$

-/;#

%

%

$

-";%

%

B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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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种类
!

-A

条胃镜和
-$

条肠镜培养出非致病菌#

A

种非致病菌分别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微球菌'芽孢杆菌'棒

状杆菌'痤疮丙酸杆菌(胃镜组
A

种病原菌的数量分别为
A

'

/

'

,

'

/

'

,

条#肠镜组
A

种病原菌的数量分别为
%

'

"

'

"

'

/

'

#

条(

A

种非典型致病菌是表面或环境污染物#因此在临床上无意

义(见表
,

(

表
,

!!

内镜非致病菌检出结果$条%

组别
1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微球菌 芽孢杆菌 棒状杆菌 痤疮丙酸杆菌 非致病菌总数

胃镜组
.A A / , / , -A

肠镜组
." % " " / # -$

总数
--# -" B A A , /.

/;'

!

潜在致病菌
!

总共有
A

条内镜培养出致病菌落#包括肠

球菌'近平滑念珠菌和溶血性链球菌以及曲霉菌(肠镜组第
B

天
,

条培养出可疑肠球菌#菌落数为
-5NJ

"

5K

,

(胃镜组第
/

天
-

条培养出溶血性链球菌#菌落数
$

-5NJ

"

5K

,

#第
B

天
,

条

培养出近平滑念珠菌#菌落数
$

-5NJ

"

5K

,

#第
-"

天
-

条培养

出曲霉菌#菌落数
$

-5NJ

"

5K

,

(所有培养皿在临床上均不显

著#因为每一种只在一个取样点被检出
-

"

,

次#而且所有菌落

的菌量都很低(见表
/

(

表
/

!!

潜在致病菌

微生物
培养阳性数

$条%

内镜类型
培养阳性天数

$

L

%

菌落数

$

5NJ

"

5K

,

%

肠球菌
,

肠镜
B -

溶血性链球菌
-

胃镜
/

$

-

近平滑念珠菌
,

胃镜
B

$

-

曲霉菌
-

胃镜
-" -

'

!

讨
!!

论

自从高水平消毒广泛应用以来#由内镜引起的外源性感染

就很少见了(但是#安全储存的时间目前并不确定(本研究中

提供安全储存
-"L

的可能性)

%+--

*

(一项结果表示#在
.L

储存

后#临床上没有关于胃肠镜菌群生长的显著证据(

,

篇针对肠

镜的报道显示#

BL

的储存对于肠镜是安全的(一项更大的研

究表明#对于
,/

条供试的内镜#包括胃镜'十二指肠镜'肠镜和

超声内镜#显示
.L

储存后致病菌无显著生长#仅仅有
-

条在
B

L

后培养出酵母菌)

-,

*

(

,##B

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

-"L

后对

于
/

条肠镜和
"

条十二指肠镜的储存不会导致潜在致病菌的

生长)

-/

*

(本研究结论与之前的报道结果一致(

一篇研究显示
"

条肠镜在储存
%

周后的情况#并没有找到

致病菌(然而#这个研究仅仅局限于肠镜#并且没有进行针对

真菌的培养)

.

#

--

#

-"

*

(本研究培养了更广泛的微生物(这也许

是培养出更多的阳性样品但对临床上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

本研究也分离出
A

株潜在致病菌#但这在临床上的意义也同样

值得商榷#因为每种仅在一个位点上采集到
-

"

,

次而已(此

外#每一种样品的生物负载也没有达到上限(另外#本次分离

出的
A

种致病菌在现有的报道中也没有被提到参与过任何的

内镜感染事件(最终#笔者认为这
A

株菌群更有可能属于先前

研究中提到的
%

周储存后的低风险潜在致病菌(

本研究选择从内镜的孔道采样而不是从内镜表面采样#是

因为内镜孔道#尤其是活检孔道#是最有可能存在微生物富集

的区域(这是因为内镜孔道清洗消毒的复杂性比表面要高#同

时有较高的生物膜形成的风险#在使用时也有更高造成局部损

坏的风险)

-/+-A

*

(

本研究进行了关于内镜存储时间与内镜病原菌相关性研

究(结果显示对内镜进行高水平消毒后#可以更加放心地储存

更长的时间(相比之前的经验#目前仍不确定最长的储存时间

是多少(但延长时间到
.

"

BL

#对于很多单位而言意味着节约

大量资金(尤其是当减少了内镜再处理的频率后#会降低内镜

清洗消毒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以及消毒液和洗消机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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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此外#对于内镜周转紧张的单位而言#再处理频率的下降

也会缓解内镜周转紧张的情况(未来的研究很有可能会关注

-"L

以上的内镜储存情况(这对了解最长的储存时间到底是

多少是有意义的(

此外#应当指出#本结论得出的前提条件是内镜的再处理

是在恰当和符合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内镜储存时间越短#对

于那些清洗消毒不充分的内镜而言#确实能够减少致病菌滋生

的风险#而延长储存时间对于这类情况来说是具有更大风险(

最后#仍需要更多研究来证明#对于其他种类的消毒液和消毒

方法而言#本研究的结果是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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