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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水垢性质、除水垢剂温度、浸泡时间因素对医疗器械水垢去除效果的影响。方法　收集某

院沉积有肉眼可见水垢的器械，分别按照水垢性质、不同除水垢剂温度、不同浸泡时间分组进行水垢去除试验，记

录试验结果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相同的除垢条件下，水垢的去除难度为：金黄色水垢＞混合水垢＞白色

水垢；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在除水垢剂中浸泡时间越长，水垢去除效果越好；当其他条件相同时，除水垢剂的温度越

高，水垢的去除效果越好。结论　水垢特性、除水垢剂温度及浸泡时间是医疗器械水垢去除工作中的重要因素，只

有掌握好这些因素，才能更有效地去除水垢，保证医疗器械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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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垢是医疗器械上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水垢的

存在将影响医疗器械的消毒与灭菌效果，造成消毒

与灭菌的失败。所以，医疗器械的清洗过程中必须

对有水垢沉积的器械进行去除水垢处理。然而水垢

的处理必须选择基本不损伤医疗器械以及处理强度

相对较小的产品和方法，所以对去除水垢方法及相

关因素的探讨有着较强的实际意义［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２００９年１—７月，收集全院沉积有肉眼

可见水垢的碗、盘、盆等物品，水垢基本为在清洗、烘

干过程中沉淀而成。使用美国“麦瑞斯”全效型多酶

清洗剂、除水垢剂进行除垢试验。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清洗液的配制　多酶清洗剂的配比浓度为

清洗剂
"

水＝１"２７０；除水垢剂的配比浓度为除水

垢剂
"

水＝１"７。现配现用。

１．２．２　除垢分组及方法

１．２．２．１　以水垢颜色分组　根据器械上水垢的颜

色分为白色水垢、金黄色水垢和混合水垢３组，每组

２００件，经过多酶清洗之后，分别在７０℃的除水垢剂

内浸泡２ｍｉｎ。浸泡完毕后，用清水冲洗掉残留在

器械上的除水垢剂；使用５倍放大镜检查是否仍然

有水垢残留。

１．２．２．２　以浸泡于除水垢剂内的时间分组　将带

有金黄色水垢的器械分成３组，每组２００件，经过多

酶清洗之后，分别在７０℃的除水垢剂内浸泡２ｍｉｎ、

５ｍｉｎ和１０ｍｉｎ。浸泡完毕后，用清水冲洗掉残留

在器械上的除水垢剂；使用５倍放大镜检查是否仍

然有水垢残留。

１．２．２．３　以除水垢剂温度分组　将带有金黄色水

垢的器械分成３组，每组２００件，经过多酶清洗之后，

分别在２５℃、５０℃和７０℃的除水垢剂内浸泡１０ｍｉｎ。

浸泡完毕后，用清水冲洗掉残留在器械上的除水垢

剂；使用５倍放大镜检查是否仍然有水垢残留。

对于试验后仍然有水垢残留的器械则重新放入

除水垢剂中浸泡，直至无水垢后再送入包装间。

１．３　统计方法　应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０．０进行统

计学分析，采用χ
２检验，犘＜０．０５认为差异具有显

著性。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颜色水垢去除效果　在７０℃的除水垢剂

中浸泡２ｍｉｎ后，带有白色水垢的２００件器械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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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件水垢被完全去除；带有金黄色水垢的２００件器

械，有１４５件水垢被完全去除；带有混合水垢的２００

件器械，有１６８件水垢被完全去除。经统计学分析，

上述３组的水垢去除效果差异具显著性，详见表１。

表１　相同温度及浸泡时间下不同颜色水垢的去除效果

组别 清洗数（件） 合格数（件） 合格率（％）

白色水垢 ２００ １９６ ９８．００

金黄色水垢 ２００ １４５ ７２．５０

混合水垢 ２００ １６８ ８４．００

　　χ
２＝５１．７１，犘＝０．００

２．２　不同浸泡时间水垢去除效果　当除水垢剂的

温度为７０℃时，２００件带有金黄色水垢的器械浸泡

２ｍｉｎ时，有１４６件水垢被完全去除；浸泡５ｍｉｎ时，

有１７２件水垢被完全去除；浸泡１０ｍｉｎ时，有１９６

件水垢被完全去除。经统计学分析，上述３组的水

垢去除效果差异具显著性，详见表２。

表２　相同温度除水垢剂不同浸泡时间对金黄色水垢的去

除效果

浸泡时间（ｍｉｎ） 清洗数（件） 合格数（件） 合格率（％）

２ ２００ １４６ ７３．００

５ ２００ １７２ ８６．００

１０ ２００ １９６ ９８．００

　　χ
２＝１０．３７，犘＝０．００

２．３　不同温度除水垢剂的水垢去除效果　当浸泡

时间为１０ｍｉｎ时，２００件带有金黄色水垢的器械在

２０℃除水垢剂中，有６２件水垢被完全去除；在５０℃

的除水垢剂中，有１７９件水垢被完全去除；在７０℃

的除水垢剂中，有１９４件水垢被完全去除。上述３

组的水垢去除效果差异具显著性，详见表３。

表３　相同时间不同浸泡温度下金黄色水垢的去除效果

浸泡温度（℃） 清洗数（件） 合格数（件） 合格率（％）

２５ ２００ ６２ ３１．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１７９ ８９．５０

７０ ２００ １９４ ９７．００

　　χ
２＝１４２．９０，犘＝０．００

３　讨论

医疗器械在使用之后可能沾有血液、黏液等有

机污染物，所以必须经过多酶清洗之后才能进行除

水垢处理。

医疗用的器械在清洗、干燥过程中，水中的杂质

很容易沉积在器械表面，长期积累就会形成肉眼可

见的水垢沉淀。尤其是表面积比较大的碗、盘、盆

等，表面更容易沉积水垢。白色水垢主要是钙离子

的沉积所形成，结构比较松疏，与器械的粘合程度相

对较小，容易去除；金黄色水垢主要是镁离子沉积而

成，结构致密，与器械粘合相对紧密，难以去除。

水垢是医疗器械主要的无机污染物之一。水垢

的存在不但会对器械造成损坏，而且会影响消毒灭

菌效果，从而引起医疗感染等情况的发生。因此，对

有水垢残留的器械进行除垢处理是非常必要的工

作，必须纳入清洗流程中［２］。有水垢沉积的器械不

可以使用于诊疗操作中，所以必须对水垢进行去除

处理，使处理后的器械能重新投入到临床使用中。

彻底清洗也是降低医疗综合成本，提高医疗质量的

重要措施。在选择除水垢剂时，注意要选择基本不

损伤不锈钢器械的除水垢剂产品。

水垢去除剂的原理是利用酸性溶液和器械表面

沉积的水垢发生反应，把不溶于水的碳酸钙、碳酸镁

等水垢成分溶解成可溶于水的钙、镁离子，从而达到

去除水垢的目的。主要化学反应为：（１）碳酸钙＋氢

离子→钙离子＋水＋二氧化碳；（２）碳酸镁＋氢离子

→镁离子＋水＋二氧化碳。水垢去除处理过程中，

除水垢剂的温度越高，化学反应的速度就越快，除水

垢效果就会越好，但是由于酸会挥发，所以按照产品

的说明书，除垢剂温度最好不要超过８０℃。浸泡时

间越长，除水垢剂与水垢的反应会越充分，故去垢效

果更好。把握好温度与时间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

率。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水垢处理条件下，金

黄色水垢的去除难度大于混合水垢，而混合水垢去

除难度大于白色水垢。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在除水

垢剂中浸泡时间越长，水垢的去除效果越好；医疗器

械的水垢去除浸泡时间在１０ｍｉｎ左右比较合适。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除水垢剂的温度越高（不超过

８０℃），水垢去除的效果越好；医疗器械水垢去除时，

除水垢剂的温度在７０℃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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