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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质抹布对医疗机构环境物体表面清洁消毒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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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索不同材质的抹布对环境物体表面清洁和消毒的效果。方法　对同一物体表面的清洁和消

毒设置对照组与实验组（４个组别），实验１组采用超细纤维抹布＋清洁剂进行擦拭，实验２组采用普通棉质抹布＋

清洁剂进行擦拭，实验３组采用超细纤维抹布＋消毒剂进行擦拭，实验４组采用普通棉质抹布＋消毒剂进行擦拭；

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Ａ、Ｂ组），实验Ａ组采取含２０００ｍｇ／Ｌ双链季铵盐消毒剂的一次性消毒湿巾进行擦拭，实验

Ｂ组采用超细纤维抹布＋清洁剂进行擦拭，对照组均不采取任何擦拭措施，每组标本５０份，计算各组细菌菌落总数、

合格率、平均清除率等。结果　共采集４００份标本。实验１组、实验２组合格率分别为９０．００％和６６．００％；实验

３组、实验４组合格率分别为９８．００％和９２．００％；超细纤维抹布联合使用清洁剂、消毒剂对物体表面擦拭后合格率均

高于普通棉质抹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超细纤维抹布联合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后，对细菌的

清除率分别为９１．９９％和９４．００％；普通棉质抹布联合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后，对细菌的清除率分别为６４．０７％和

９０．００％；使用超细纤维抹布联合清洁剂、一次性消毒湿巾对医院环境物体表面进行擦拭后，平均清除率分别为

９１．００％和９２．０１％。结论　超细纤维材质有更好的消毒和清洁效果，该材质的应用可减少消毒剂的使用，不仅利

于环境保护，还可减少临床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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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物体表面是医院内细菌传播的主要媒介之

一，环境物体表面的清洁与消毒一直是医院感染控

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污染的物体表面在各种医源性

病原体的传播中起重要作用［１］，因此，为更好地做好

预防工作，各医院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及各类规范对

医院环境清洁与消毒的要求，制定规章制度，做好环

境物体表面卫生，阻断各类病原微生物在物体表面

的传播［２］。近年来，多重耐药菌的广泛流行，给环境

物体表面的清洁与消毒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选择

一种高效、无腐蚀、污染小的方法，对医疗机构环境

进行处理，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非常重要。本研究

比较了不同材质的抹布对环境物体表面清洁和消毒

的效果，为探索更好的环境物体表面清洁和消毒方

法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集同一时间段某辖区内２所医

疗机构中手术床、器械台、床头柜、麻醉机、新生儿暖

箱等物体表面标本，包括门诊、重症监护病房、普通

病房、手术室、婴儿室和口腔科。

１．２　研究方法　在各科室自然状态下随机抽取环

境物体表面，在同一物体表面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

（４个组别），对照组不采取任何擦拭措施，实验１组

采用超细纤维抹布＋清洁剂进行擦拭，实验２组采

用普通棉质抹布＋清洁剂进行擦拭，实验３组采用

超细纤维抹布＋消毒剂进行擦拭，实验４组采用普

通棉质抹布＋消毒剂进行擦拭。清洁剂为碱性清洗

剂，主要成分为碱和表面活性剂，依照其说明书进行

配置；消毒剂为含有效氯５００ｍｇ／Ｌ的消毒剂。重

新选择环境物体表面，在同一物体表面设置对照组

和实验组（Ａ、Ｂ组）：对照组不采取任何擦拭措施，

实验Ａ组采取含２０００ｍｇ／Ｌ双链季铵盐消毒剂的

一次性消毒湿巾进行擦拭，实验Ｂ组采用超细纤维

抹布＋清洁剂进行擦拭。擦拭过程由该科室护士完

成，分别采用超细纤维抹布和普通棉质抹布联合清

洁剂或消毒剂、一次性消毒湿巾对环境物体表面擦

拭后，进行环境物体表面采样，计算细菌菌落总数、

合格率、平均清除率等。

１．３　采样方法　擦拭后１５ｍｉｎ对环境物体表面进

行采样，分别采用内径为５ｃｍ×５ｃｍ的无菌规格板

置于被检测物体表面，将浸有无菌生理盐水的棉拭

子头在其内反复涂擦５次，涂擦时随之转动棉拭子

头，共连续采集４个规格板面积后剪去手接触部分。

对照组、使用清洁剂的实验组、实验Ｂ组：在无菌条

件下将采样棉拭子头剪入装有１０ｍＬ采样液的试

管内；使用含氯消毒剂的实验组：在无菌条件下将采

样棉拭子头剪入装有１０ｍＬ含０．１％硫代硫酸钠中

和剂的试管内；实验 Ａ组：在无菌条件下将采样棉

拭子头剪入装有１０ｍＬ含０．５％硫代硫酸钠＋３％

吐温８０＋０．３％卵磷脂的中和剂的试管内。所采标

本送实验室培养，对比各组清洁及消毒效果。

１．４　结果判定　依据消毒技术规范（２００２年版）和

ＧＢ１５９８２－２０１２《医院消毒卫生标准》规定，要求物

体表面Ⅱ类环境细菌菌落总数≤５ＣＦＵ／ｃｍ
２，Ⅲ类

环境细菌菌落总数≤１０ＣＦＵ／ｃｍ
２，并均不得检出致

病菌为合格标本。平均清除率＝（阳性对照组平均

细菌菌落总数－实验组平均细菌菌落总数）／阳性对

照组平均细菌菌落总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４．０进行统计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对照组细菌菌落总数　超细纤维抹布和普通

棉质抹布对比监测共有５组，每组采集样本５０份，

共监测２５０份，对照组细菌菌落总数为３．８１～

９６．２４ＣＦＵ／ｃｍ２。超细纤维抹布和一次性消毒

湿巾对比监测共有３组，每组采集样本５０份，

共监测１５０份，对照组细菌菌落总数为８．１６～

１０２．３３ＣＦＵ／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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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种抹布合格率比较　超细纤维抹布和普通

棉质抹布分别联合清洁剂对物体表面进行擦拭，合

格率分别为９０．００％和６６．００％；超细纤维抹布和普

通棉质抹布联合消毒剂对物体表面进行擦拭，合格

率分别为９８．００％和９２．００％。两种抹布分别联合

清洁剂或消毒剂进行擦拭，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种抹布清洁与消毒的合格率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ｗｉｐｅｓ

组别
监测

份数

合格

份数

合格率

（％） χ
２ 犘

实验１组（超细纤维抹布＋清洁剂）５０ ４５ ９０．００８．３９２０．００４

实验２组（普通棉质抹布＋清洁剂）５０ ３３ ６６．００

实验３组（超细纤维抹布＋消毒剂）５０ ４９ ９８．００７．１１１０．００８

实验４组（普通棉质抹布＋消毒剂）５０ ４６ ９２．００

２．３　两种抹布对细菌清除效果的比较　对照组平

均细菌菌落总数为４６．２０ＣＦＵ／ｃｍ２，超细纤维抹布

联合清洁剂与消毒剂后，对细菌的清除率分别为

９１．９９％、９４．００％；普通棉质抹布联合清洁剂与消毒

剂后，对细菌的清除率分别为６４．０７％、９０．００％。

见表２。

表２　两种抹布对物体表面细菌清除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ｒｏｍ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ｏｆｗｉｐｅｓ

组别
监测

份数

作用后平均

细菌菌落总数

（ＣＦＵ／ｃｍ２）

平均清除

率（％）

实验１组（超细纤维抹布＋清洁剂） ５０ ３．７０ ９１．９９

实验２组（普通棉质抹布＋清洁剂） ５０ １６．６０ ６４．０７

实验３组（超细纤维抹布＋消毒剂） ５０ ２．７７ ９４．００

实验４组（普通棉质抹布＋消毒剂） ５０ ４．６２ ９０．００

２．４　与一次性消毒湿巾对细菌清除效果比较　对

照组平均细菌菌落总数为６０．６８ＣＦＵ／ｃｍ２，使用超

细纤维抹布＋清洁剂、一次性消毒湿巾对医院环境

物体表面进行擦拭后，平均清除率分别为９１．００％

和９２．０１％。见表３。

３　讨论

做好医疗机构环境物体表面的清洁与消毒，对

控制各类接触性传播疾病的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

表３　超细纤维抹布联合清洁剂与一次性消毒湿巾对物体

表面细菌清除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ｆｉｂｒｅｗｉｐ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ｔｗｉｐｅｓ

组别
监测

份数

作用后平均

细菌菌落总数

（ＣＦＵ／ｃｍ２）

平均清除

率（％）

实验Ａ组（超细纤维抹布＋清洁剂） ５０ ５．４６ ９１．００

实验Ｂ组（一次性消毒湿巾） ５０ ４．８５ ９２．０１

作用。如何做好环境物体表面的清洁和消毒，则需要

医务工作者不断探索。目前，常用的含氯消毒剂尽

管价格低廉，消毒效果明确，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如腐

蚀性强，易损坏物体表面，稳定性差，需现配现用，有

一定的刺激性气味，并且长时间使用含氯制剂可能诱

导细菌产生耐药性［３４］。超细纤维抹布直径很细，为

人类发丝的１／１６，一般是由聚酯、聚酰胺、聚丙烯纤

维等按一定比例配比后纺制而成的合成纤维。超细

纤维抹布在医院感染防控上起了积极作用，因该纤维

通常带正电荷，而环境物体表面上堆积的灰尘和各类

微生物等通常带负电荷，能大幅度提高其去污功效。

超细纤维抹布纤维密度高，具有更好地黏附灰尘，消

除细菌和液体的能力；同时，因其直径细微，可进入狭

小的缝隙，故能擦拭得更彻底。普通棉质抹布直径较

粗，为人类头发丝的１／４，具有较强的吸水能力。

本研究中，超细纤维抹布＋消毒剂组进行擦拭

后，采样合格率可达９８．００％，而普通棉质抹布仅达

９２．００％，超细纤维抹布分别联合清洁剂、消毒剂进

行物体表面擦拭后，采样合格率均高于普通棉质抹

布，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部分实验组物

体表面细菌菌落数值较低，即使未采取任何措施也

可能达到合格的标准，故还应对比不同抹布对细菌

平均清除率。本研究结果显示，超细纤维抹布组均

比普通棉质抹布组的清洁与消毒效果更好，并且超

细纤维抹布联合使用清洁剂与普通棉质抹布联合使

用消毒剂的清洁消毒效果接近。

近年来，一次性消毒湿巾得到广泛的使用，具有

便捷、方便和卫生等优点，在降低消毒剂刺激性的同

时保证了良好的清洁消毒效果［５］。一次性消毒湿巾

中大部分消毒因子使用双链季铵盐消毒剂，作为日常

消毒使用尚可，但针对某些难杀灭细菌及肠道病毒

等，效果不好，不推荐使用。本研究通过对比发现，超

细纤维抹布联合清洁剂与一次性消毒湿巾消毒擦拭环

境物体表面后，效果基本相同，与含有效氯５００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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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毒剂消毒效果也基本相同［６７］。在使用超细纤维

抹布的条件下，只使用清洁剂也能够达到一次性消毒

湿巾对物体表面细菌清除的效果，但由于监测数量较

少，且随着时间推移，其消毒效果是否会下降，还需进

一步观察和研究。

目前，超细纤维材料应用很广泛，不仅应用于物

体表面，也可做成地巾，应用于地面的清洁和消毒。

Ｒｕｔａｌａ等
［８］认为超细纤维地巾可降低伤害，且加用

清洁剂和消毒剂并不能增加超细纤维抹布对细菌的

清除效果。因此，该材质的应用可减少清洁剂和消

毒剂的使用，更环保，建议医疗机构应该在可能的条

件下尽可能采用超细纤维抹布进行物体表面的擦拭。

医院消毒是预防控制医院感染、医源性感染的

重要环节，对防止疾病传播，保障居民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９］。环境清洁是医院感染控制的一项重要内

容，提高清洁与消毒质量能有效降低医院感染［１０］。

物体表面作为病原体的常见载体，定植菌可以通过

污染仪器甚至医务人员手而广泛传播［１１１２］。各类接

触传播疾病易在医院内广泛传播，如诺如病毒已日

益成为医疗机构内疫情暴发的新兴病原体［１３］。近

年来，国内外均有诺如病毒医院感染的报道［１４１５］，而

医护人员手和各类仪器表面成为传播的媒介。手足

口病病原类型多，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复杂，目前临床

上尚无特异性的治疗方法［１６］，因此，做好环境物体表

面的卫生，能有效降低多重耐药菌在医院的传播，甚

至可以终止医院感染的暴发［１７］。做好医疗机构环境

卫生的清洁与消毒，物体表面仅是一个方面，还需做

好医务人员手卫生［１８］，各种医疗器械物体表面的清

洁与消毒，相关诊疗器械的灭菌，以及保持室内空气

清新等，加强以上环节的管理，才能确保临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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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韦懿芸，孙亚敏，孙培源，等．一起医院住院病人诺如病毒急性

胃肠炎暴发疫情的调查［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５，４２（１８）：３３９９

－３４０２．

［１６］焦玲艳，宋婷，王伟，等．天津市滨海新区托幼机构手足口病聚

集性疫情流行特征和危险因素研究［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７，

４４（１５）：２８４９－２８５２．

［１７］胡慧芳，郭金凤，孔立，等．多学科协作在提升医护高频接触物

体表面清洁度中的应用［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８，１７（４）：

３５１－３５４．

［１８］熊际月，李莉莎，肖乾慧，等．某大型三甲医院麻醉住院医师手卫

生现状的调查［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５，４２（１１）：１９６２－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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