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洁康手术消毒剂杀菌性能和毒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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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为了解洁康手术消毒剂的杀菌活性和使用安全性。方法　按照 1997 年卫生

部“消毒技术规范”(试行)版规定的方法 , 对其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和手部自然菌进行

了实验室和现场试验。结果　含醋酸氯己啶 80mg/ L 样液作用 1min , 对悬液中大肠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平均杀灭率达99.99%, 作用 3min 均达 100%。样品原液作用 3min 对手指皮肤表面污

染的大肠杆菌的平均灭除率为99.98%, 对自然菌的平均灭除率为98.21%,且消毒后均达到《医院

消毒卫生标准》中Ⅰ 、Ⅱ类环境医护人员手细菌菌落总数卫生标准要求。样品经 54℃恒温存放 14

天 ,醋酸氯己啶的降解率为2.54%, 毒性检测结果表明无毒 、对皮肤无刺激。和碘伏外科洗手消毒

比较结果表明 ,其外科洗手消毒效果优于碘伏。结论　在使用浓度和作用时间下 , 可有效杀灭细

菌 ,且手部皮肤表面残留菌数达到医院Ⅰ 、Ⅱ类环境医护人员手细菌总数卫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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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eal the germicidal vitality and safety in use of surgial disinfectant

Jiekang , a compound disinfectant containing 0.8% chlorhex idine diacetate and non-ionic surfactant.

Method　Fo llowing the standards of disinfective technique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in

1997 , experiments on observing the germicidal vitalitree of surgical disinfectant Jiekang , regarding

killing S taphylococcus aureus Escherichia coli and natural bacteria both in labo rato ry and in the fields.

Results 　 Its diluted solution containing 80mg/ L chlorhexidine diacetate could kill 99.99% of

Escherichia coli and S taphy lococcus aureus in 1 minute and 100% in 3 minutes.The average killing rate

of its stock solution on E.coli and the natural bacteria on the skin of fingers w ere 99.98% and 98.21%

respectiv ely in 3 minutes .The total bacteria counts on hands after disinfection fulfilled the requirments

of “ Hygienic standard fo r disinfection in hospitals” set by the M inistry of Health.The deg rading rate of

chlorhexidine diacetate was 2.54% after sto ring for 14 day s at 54℃.The disinfectant showed no

to xicity and no irrita tion to skin.It also show ed better results than iodophor in the experiments on

surgical hand washing.Conclusion 　Under the required concentration and period of disinfection ,

Jiekang surgical disinfectant seemed to have killed germ effectively , met the standards of survival germ

counts on the surface of hand skin , and met the health on criteria and residnal germ to tal counts on

hands of medical staff w orking in the Ⅰ and Ⅱ-ty pe enviroment i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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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洗手消毒对控制术后感染是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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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近年来 ,随着消毒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

洗手消毒剂乙醇 、新洁尔灭已逐渐被碘伏 、复

方醋酸氯己啶等所替代 ,为了解杭州洁康保

洁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洁康手术消毒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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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醋酸氯己啶)的有关性能 ,我们对其实

验室杀菌效果 、术前洗手效果 、稳定性和毒性

进行了观察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 、菌悬液的制备:试验菌为大肠杆菌

(8099)和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6538)。将

其 37℃的 24h斜面培养物 ,用0.03mol/L 的

磷酸盐缓冲液(PBS)洗脱 ,稀释成含菌量为

107cfu/ml的菌悬液 。

二 、中和剂选择试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为试验菌 。试验分组为:①消毒剂+菌液;②

(消毒剂+菌液)+中和剂;③中和剂+菌液;

④(消毒剂+中和剂)+菌液;⑤PBS+菌液;

⑥PBS 空白对照;⑦中和剂空白对照;⑧培养

基空白对照 。试验结果 ,当第 1组不长菌或

菌数远少于第 2 组;第 2 组长菌且菌数 ≥

100cfu/ml ,但较 3 、4 、5组为少;第 3 、4 、5组

菌数在 5×105cfu/ml ～ 5×106cfu/ml之间 ,

且组间菌数相差不超过 10%;第 6 、7 、8组不

长菌时 ,表明所用中和剂及其使用浓度适宜。

三 、定量杀菌试验:将菌悬液与盛有 5ml

消毒液的试管分别置于 20℃水浴中预热

5min。向消毒液中加0.1ml菌悬液 ,混匀。

置20℃水浴中作用至预定时间 ,取0.5ml菌

药混合液 ,加入装有4.5ml中和剂的试管中 ,

混匀 。中和 10min后取其原液或稀释液0.5

ml接种平皿 ,倾注普通营养琼脂并混匀 。于

37℃恒温培养箱培养 48h ,计数菌落数 ,计算

杀灭率。

四 、模拟现场试验:受试者用普通肥皂流

水搓洗双手 ,再以无菌水冲洗 ,自然晾干后 ,

双手五指并拢 ,在手指屈面滴染大肠杆菌菌

悬液 ,涂匀后自然晾干 。以浸有采样液的棉

拭在左手手指染菌部位往返涂擦 2次进行采

样 ,剪去棉拭与手接触部分 ,置入盛有5.0ml

采样液(含中和剂)的试管内作为对照样本。

右手染菌部位 ,以样品原液喷雾(普通喷雾

器), 使染菌部位均匀受药 , 不滴液 , 作用

3min后 ,同上采样。振打试管以洗脱棉拭上

菌 ,取其原液或稀释液0.5m l接种平皿 ,倾注

普通营养琼脂 ,混匀 。于 37℃培养 48h ,计数

菌落数 ,计算灭除率 。

五 、现场试验:受试者右手五指并拢 ,以

普通喷雾器喷洒样品原液于五指部位 ,均匀

湿润 ,恰至不滴液 ,作用 3min ,以沾有采样液

(含中和剂)的棉拭在五指涂抹采样 ,剪去与

手接触部分 ,置入装有5.0ml采样液的试管

中;同时以左手同上采样为对照 。振打试管

以洗脱棉拭上菌 ,取其原液或稀释液0.5ml

接种平皿 , 倾注普通营养琼脂 , 混匀 。于

37℃培养 48h ,计数菌落数 ,计算灭除率。

六 、外科洗手消毒效果试验:选某“三甲”

医院手术室 ,以洁康手术消毒剂和医院使用

的碘伏同步进行洗手消毒效果比较 。

1.碘伏外科洗手法:先用液体肥皂刷手

1 ～ 2min ,再以无菌小毛巾擦干 ,然后在碘伏

(含有效碘1 000mg/L)溶液中浸泡2 ～ 3min ,

用碘伏桶内浸泡的毛巾擦干。

2.洁康手术消毒剂外科洗手方法:用流

动水湿润双手及前臂(肘上 7cm),然后以样

品原液 3 ～ 5ml搓揉刷洗 3min 后冲净污沫 ,

用无菌毛巾擦干 ,再用无菌纱布沾 2 ～ 3ml均

匀涂抹指尖 、手指 、指缝 、双手及前臂 ,自然晾

干。

3.采样及试验方法:采样按《医院消毒卫

生标准》规定进行 ,碘伏采样液含0.3%卵磷

脂 、3%吐温-80 、0.5%硫代硫酸钠 PBS;洁

康手术消毒剂采样液含0.3%卵磷脂 、3%吐

温-80 、0.2%组氨酸 PBS(所用中和剂均经

八组中和选择试验证实是合适的)。振打试

管以洗脱棉拭上菌 ,取其原液1.0ml接种平

皿 ,倾注普通营养琼脂 ,混匀。于 37℃培养

48h ,计数菌落数。

七 、稳定性试验:将装有洁康手术消毒剂

的原包装塑料瓶存放于 54℃恒温箱中 ,于放

置前 、后用高氯酸法分别测定醋酸氯己啶含

量 ,计算降解率 。

八 、毒性试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用昆明

种小鼠 ,采用概率单位-对数图解法测 L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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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急性皮肤刺激试验用健康白色豚鼠 ,观察

消毒剂涂抹部位皮肤的反应情况。

结　　果

一 、中和剂选择试验结果:试验表明 ,含

0.3%卵磷脂 、3%吐温-80 、0.2%组氨酸的

PBS可完全中和含醋酸氯己啶 80mg/L 的洁

康手术消毒剂稀释溶液(表 1)。
表 1　洁康手术消毒剂中和剂选择试验结果

组　　　　别
平均回收菌数

(cfu/ml)

消毒剂+菌悬液 0

(消毒剂+菌悬液)+中和剂 170

中和剂+菌悬液 1420000

(消毒剂+中和剂)+菌悬液 1450000

正常菌对照 1500000

未加菌磷酸盐缓冲液对照 0

未加菌中和剂对照 0

未接种菌培养基对照 0

　　注:试验温度为 18℃～ 20℃;试验菌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消毒剂为含醋酸氯己啶 80mg/ L样液作用 1min;结果为

3次试验平均值。

二 、杀菌效果:悬液试验结果表明 ,以含

醋酸氯己啶 80mg/L 的洁康手术消毒剂样液

作用 1min ,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平均杀灭率均为99.99%,作用 3min杀灭率

均达到 100%(表 2)。

三 、模拟现场试验结果:经 31份样本重

复检测表明 , 洁康手术消毒剂原液作用

3min ,对手指皮肤表面污染的大肠杆菌(染

菌量为5.10×105 ～ 1.81×106cfu/手)的灭除

率均大于99.9%(99.97%～ 99.99%),且消

毒后手指皮肤表面的残留菌落数均小于

5cfu/cm
2
(1 ～ 5cfu/cm

2
), 达到医院 Ⅰ 、Ⅱ类

环境医护人员手细菌菌落总数卫生标准要

求。

四 、现场试验结果:经 54份样本重复检

测表明 ,洁康手术消毒剂原液作用 3min ,对

手指皮肤表面自然菌(污染菌数为4.60×

102 ～ 5.75 ×104cfu/手)的平均灭除率为

98.21%(91.98%～ 100%),且消毒后手指皮

肤表面的残留菌落数均小于 5cfu/cm2(0 ～

5cfu/cm2),达到医院 Ⅰ 、Ⅱ类环境医护人员

手细菌菌落总数卫生标准要求 。

表 2　洁康手术消毒剂对细菌的杀灭效果

醋酸氯己

啶浓度

(mg/ L)

作用不同时间(min)的平均杀灭率(%)

1

大肠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3

大肠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5

大肠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10

大肠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20 99.69 98.26 99.74 99.80 99.91 99.98 99.98 99.99

40 99.70 99.67 99.78 99.97 99.94 99.99 99.99 100.00

80 99.99 99.99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①对照组平均菌数(cfu/ml):大肠杆菌组为1 500 000 , 金黄色葡萄球菌组为1 420 000;②试验温度为 18℃～ 22℃;

③结果为 5次试验平均值。

　　五 、外科洗手消毒效果:共采集外科洗手

消毒后样本 124份 ,其中采用碘伏洗手的 62

份 ,用洁康手术消毒剂洗手的 62份 。碘伏洗

手的 62份样本中 ,14 份有菌生长 ,细菌菌落

数为 0.083 ～ 0.167 cfu/cm
2
, 阳性 率 为

22.58%;洁康手术消毒剂洗手的 62份样本

中 ,仅 4份有菌生长 ,细菌菌落数均为0.083

cfu/cm
2
,阳性率6.45%;两者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χ2=6.50 ,0.025>P >0.01)。

六 、稳定性试验结果:经检测 ,样品存放

前含醋酸氯己啶0.826%,置 54℃恒温箱存

放 14 天后 , 样品中醋酸氯己啶的含量为

0.805%,降解率为2.54%。

七 、毒性试验结果:经测定 ,洁康手术消

毒剂原液对雌 、雄小白鼠口服 LD50均 ≥

5 000mg/kg , 按毒性分级标准属实际无毒

类。在豚鼠急性皮肤刺激试验中 ,样品原液

的平均刺激积分为 0 ,根据皮肤刺激强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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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属无刺激性。

讨　　论

一 、经检测 ,洁康手术消毒剂含醋酸氯己

啶 80mg/L 样液对悬液中大肠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作用 1min , 平均杀灭率均达

99.99%,作用 3min 杀灭率均达 100%。样

品原液作用 3min 对手指皮肤表面污染大肠

杆菌的平均灭除率为99.98%,对手指皮肤表

面自然菌的平均灭除率为98.21%,且消毒后

手指皮肤表面的残留菌落数均小于 5cfu/

cm2 ,达到医院 Ⅰ 、Ⅱ类环境医护人员手细菌

菌落总数卫生标准要求 ,和郭强[ 1]等报道结

果一致 。样品经 54℃恒温存放 14 天 ,醋酸

氯己啶的降解率为2.54%,有效期达到一年

要求 ,毒性检测结果表明属无毒 、对皮肤无刺

激。

二 、有关醋酸氯己啶制剂洗手消毒效果

的报道较多 ,本次洁康手术消毒剂和碘伏外

科洗手消毒比较表明 , 其手指培养阳性率

(6.45%)低于碘伏洗手手指培养阳性率

(22.58%),且两者差异有显著性 ,说明洁康

手术消毒剂外科洗手消毒效果优于碘伏 ,和

胡晶[ 2] 、白国芸[ 3] 、陈桂群[ 4] 等报道相符 。

从洗手的操作方法看 ,洁康手术消毒剂可免

去泡手过程 ,避免洗手人员因浸泡而发生交

叉污染的可能性 ,并减轻对医护人员手皮肤

的刺激。

三 、检测结果表明洁康手术消毒剂可用

于手术前外科洗手消毒和医护人员的卫生洗

手消毒 ,是目前较理想的一种术前洗手消毒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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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吉林省 18所省管医院高压灭菌器灭菌效果调查

王雅鹃　孙利群　杨云海

　　高压灭菌器是否合格 , 直接影响到医源性感染

的发生。为此我们对所管辖的 18 所医院每年进行

2 ～ 4次监测。现将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一 、材料与方法:

1.调查方法: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 , 采用生

物法进行监测。即采用嗜热脂肪杆菌芽胞菌片 , 每

锅放 3 片 ,按高压灭菌器正常操作 , 灭菌后取出菌片

接种于溴甲酚紫蛋白胨水培养基内培养 72h ,观察培

养基颜色的变化。

2.判定标准:培养基不变色为无菌生长 , 说明高

压灭菌器灭菌合格;1 管以上的培养基由紫色变为黄

色即判为有菌生长 ,说明此高压灭菌器灭菌不合格。

二 、结果:1995 年监测 40 锅次 , 合格 23 锅次 , 合

格率57.05%;1996年监测31锅次 , 合格29锅次 , 合

作者单位:130021 长春 ,吉林省卫生防疫站

格率93.55%;1997 年监测 33 锅次 ,合格 26 锅次 , 合

格率78.79%。

在对不同类型高压灭菌器灭菌效果的比较时发

现:脉动真空灭菌器的灭菌合格率为 100%(36/ 36),

而下排气式灭菌器的灭菌合格率为 61.76%(42/

68),表明前者的灭菌效果明显好于后者。

三 、讨论:从调查中发现所有不合格的高压灭菌

器均是下排气式 , 脉动真空灭菌器全部合格。不合

格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作人员操作不当造成 , 主要

表现在冷空气未排或排出不彻底;另一个原因是由

于高压灭菌器年久失修 , 压力表或温度表不准确或

排气阀不好用等原因(现均已更换)。因此 , 建议有

条件的医院尽量使用脉动真空高压灭菌器 , 以保证

灭菌物品达到无菌要求。

(收稿:199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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