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探讨!

!"#

!

$%&'()(

"

*

&+,,-&$)./0(122&/%$3&$'&%'.

消毒剂对不同材料表面大肠埃希菌生物膜的灭菌效果

王亚洲!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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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大肠埃希菌在不同材料表面形成生物膜的能力及消毒剂对生物膜细菌的灭菌功效$

方法
!

结晶紫染色法大肠埃希菌比较不同材料表面形成的生物膜能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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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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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伏&

#+$V

过氧乙酸&

$V

新洁尔灭对生物膜的灭菌功效$结果
!

大肠埃希菌在塑料&玻璃及不锈钢表

面均可形成生物膜!在不锈钢表面形成生物膜的能力强于塑料表面和玻璃$除碘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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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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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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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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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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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洁尔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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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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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灭生物膜细菌!

"V

碘伏
"&'(

方

可杀灭生物膜内细菌$结论
!

大肠埃希菌在不同材料表面均能形成生物膜!消毒剂均能杀灭生物膜细菌$

关键词"大肠埃希菌(

!

物体表面(

!

生物膜(

!

消毒剂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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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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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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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肠埃希菌的分离率在住院患者感染的

病原体中一直占首位#其中
"#V

以上的大肠埃希菌产

超广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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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IJM6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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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肠埃希菌

株使得大肠埃希菌对药物的耐药率明显提高)

%1"

*

'在

自然环境中#约
2#V

微生物以生物膜状态存在)

-

*

'生

物膜是微生物黏附于物体表面或组织#包含在自身分

泌的保护性细胞外基质内的高度结构化的微生物群

体#生物膜的结构可保护膜内的细菌抵抗各种环境压

力#使细菌长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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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内感染的发生过程

中#

-"V

与生物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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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研究了大肠埃希菌
/)OO$".$$

在塑料+

玻璃及不锈钢表面形成生物膜的能力#并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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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院分离于无菌体液的
.

株产
\IJM6

大肠埃希菌生物膜形成能力的差别#也对医院常用消

毒剂对大肠埃希菌
/)OO$".$$

生物膜的灭菌功效进

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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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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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标准菌株大肠埃希菌
/)OO$".$$

购自原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

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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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

菌分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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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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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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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无菌体液标本#

编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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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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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油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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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结晶紫染液$贝索公司%#消毒剂

中和剂$温州康泰%#过氧乙酸$上海哈勃%#戊二醛$江

西汇康%#次氯酸钠$江苏爱物福%#乙醇$江西汇康%#

碘伏$江西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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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德国西门子%#

.-

孔

培养板$浙江拱东%'购买厚度为
#+"&&

的塑料片+

普通不锈钢片及玻璃片#用剪刀和玻璃刀切割制成

!+#&&m$#+#&&m#+"&&

的塑料片+玻璃片及普

通不锈钢片#实验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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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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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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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膜形成检测
!

根据文献)

.1%#

*所述方法#

将分离的实验菌调为
#+"

麦氏单位的菌液#然后用胰

蛋白胨大豆肉汤培养液稀释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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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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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根

据材料分为塑料组+玻璃组和不锈钢组'将塑料片+

玻璃片及不锈钢片置于试管内#分别吸
$&M

上述菌

液于试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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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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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塑料片+玻璃片及不锈

钢片分别移至无菌试管内#生理盐水洗去游离的细

菌#甲醇固定
%"&'(

#待干后加结晶紫染液染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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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去未结合的染液#待干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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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
$&M

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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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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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孔板内#酶标仪
"0#(&

测吸光度$

/

%值#比较各组吸光度的变化'不加菌液

孔作为阴性对照#测定孔吸光度大于阴性对照孔吸光

度为生物膜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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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对生物膜的灭菌效果
!

依上述方法将

形成生物膜的塑料片+玻璃片及不锈钢片分别转移至

无菌试管内#分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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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有效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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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液+

"V

碘伏+

#+$V

过氧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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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加消毒液管为对照管#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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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吸去消毒液#加入含有相应中和剂的营养肉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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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种到营养琼脂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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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有无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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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使用
IKII%.+#

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
AT8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菌株

的生物膜形成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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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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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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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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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不同材料表面形成生物膜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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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在塑料+玻璃及不锈钢的表

面均可形成生物膜#在不锈钢表面形成生物膜的能力

均强于塑料表面和玻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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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在不同材料表面形成生

物膜能力
!

本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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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OO$".$$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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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菌株在

不锈钢表面形成生物膜的能力均强于塑料表面和玻

璃表面#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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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在不同材料表面生物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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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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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消毒剂对生物膜细菌的灭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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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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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材料表面生物膜分别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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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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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生物膜细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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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细菌存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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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杀灭生物膜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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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玻璃及不锈钢材料普遍存在于医院各种环

境表面#细菌在医院环境中的各种物体表面形成生物

膜#是住院患者潜在的感染源之一'本实验发现大肠

埃希菌株
/)OO$".$$

及从临床分离的
.

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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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株均可在塑料+玻璃及不锈钢材料表面形

成生物膜#且
/)OO$".$$

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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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无

明显差异'大肠埃希菌在不锈钢材料表面形成生物

膜的能力最强#玻璃材料次之'

O,\N\)

等)

%#

*也发

现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在不锈钢材料上

比聚乙烯材料更易形成生物膜#此现象与不锈钢表面

光滑程度不如玻璃和塑料有关'尽管有研究报道生

物膜内细菌的抵抗力比游离菌显著增高#但在本实验

中#乙醇 $

0"V

%+有效 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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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氧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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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新洁尔灭$

$V

%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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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灭生物膜内

细菌#碘伏也可在
"&'(

杀灭生物膜内细菌'因此#采

用适宜的消毒剂和正确的消毒时间对环境表面消毒#

便可降低感染的危险因素#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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