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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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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医院常用按钮微生物污染状况"为减少医院内交叉感染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

对某医

院内自助服务系统'门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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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机密码键盘'自动存0取款机'售货机'排队取号机及饮水机等的按钮进

行采样检测'菌落计数'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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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测出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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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革兰阳性杆菌!

!($#14

#次之(革兰阴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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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动杆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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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检测到
&

株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结论
!

医院公共设施常用按钮

污染严重"是引起医院感染的潜在因素和导致医源性感染的重要媒介"应重视医院公共设施的消毒监测管理"

降低院内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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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制度的进步!人们对医疗条件的要求普

遍提高!医院的现代化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触摸屏

技术的广泛应用让银行卡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之一!促

使基于+银医一卡通,的自助服务系统不断更新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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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收费窗口实现直接刷卡消费&

#*+

'

-各大银

行的自动存)取款机也方便了现金消费&

,

'

-门禁系统

控制病室闲杂人等的出入以维护患者就医环境的安

静&

1*'

'

-门诊抽血室应用排队取号机改变拥挤排队以

改善服务品质&

)*&"

'

-售货机和饮水机等更方便的为就

医人员服务&

&&*&!

'

%这些医院公共设施使用频率越来

越高!可能会被病原微生物污染!并通过医院感染的

主要传播媒介000手!进行接触传播!成为医院交叉感

染的传播媒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医院感染管理已逐

渐引起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但医院公共设施的感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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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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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医院公共设施常用按钮上

微生物污染的状况!减少医院感染的传播途径!预防院

内交叉感染!本研究对某医院公共设施上常用触摸屏和

按钮进行了细菌学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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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调查于
!"&1

年
(

月在某院"三级

甲等#展开!主要研究医院内门诊$病区$办公等楼层

中使用的自助服务系统$门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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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机密码

键盘$自动存)取款机$售货机$排队取号机及饮水机

等公共设施!着重采集长期接触的按钮和触摸屏等

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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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D68N̂ !JEB

A

;S9

全自动微生物

分析系统!直径
)"BB

的无菌平皿!营养琼脂培养基

"北京陆桥#!

J35

哥伦比亚血琼脂培养基"重庆

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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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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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抽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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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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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中+物体表面的消毒

效果监测,方法!用浸有无菌检验用洗脱液的棉签!直

接涂抹并随之转动采集按钮全部表面或触摸屏长期

接触的部位!剪去手接触部分!将棉签放入装有
+B:

无菌检验用洗脱液的试管中送检!并用尺子测量采样

范围%充分振荡采样管后!取洗脱液
"$+B:

接种平

皿!将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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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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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熔化营养琼脂培养基每皿倾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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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箱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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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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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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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四区分离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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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恒温箱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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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菌落及形态特点$涂片染色镜检等方法进行分类!

分离纯化常见的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并用
D68N̂ !

JEB

A

;S9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菌种鉴定和药

敏试验%同时对无菌检验用洗脱液$营养琼脂和血平

板进行空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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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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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数据处

理及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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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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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

微生物污染状况
!

随机调查医院内公共设施长

期接触的按钮和部分触摸屏等!共采集
!+(

份样品!

只有
&&

份样品中无微生物污染!均来自门禁系统样

品!此次调查微生物污染率
)+$,+4

-菌落总数中位数

为
&!$+"J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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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落总数最高为
&#+,$""JL_

)

SB

!

!菌落总数超标率为
+,$)!4

-不同采样部位采样

量及菌落总数分布见表
&

!不同楼层自助服务系统和

门禁系统采样量及菌落总数分布分别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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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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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采样部位采样量及菌落总数分布

采样部位
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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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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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

7d@

刷卡机密码键盘
(+ &""$"" #,$,1 #&+$'" &""$""

自动存)取款机
!' &""$"" &#$,& 1#$'" 1&$#(

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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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取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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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系统不同楼层采样量及菌落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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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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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1$(1

内科楼
' &!$1) &+,$+& ,!$+"

其他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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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系统不同楼层采样量及菌落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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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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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
) !$1( (#$") (($((

其他楼
!& +$"" &'!$(# (($((

合计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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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微生物的检出
!

采集的
!+(

份样品中!只

有
&&

份未检出微生物生长!共检测出微生物
+1&

份!

不同采样部位微生物检出情况见表
#

%检出的微生物

以革兰阳性菌最多"

#11

)

+1&

!

'($+#4

#!其中葡萄球

菌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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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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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多!革兰阳性杆菌"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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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次之-革兰阴性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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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

不动杆菌属"

,&

)

+1&

!

&"$,'4

#为主-真菌"

&+

)

+1&

!

!$,(4

#主要是霉菌%检测到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等常见病原微生物!经药敏试验检测到
&

株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检测出鲁氏不动杆菌$溶血

不动杆菌$抗辐射不动杆菌$恶臭假单胞菌$施氏假单

胞菌$缺血短波单胞菌$少动鞘胺醇单胞菌$"产吲哚#

黄杆菌$脑膜败血伊丽莎白金菌$泛菌属$卡他莫拉氏

菌$沃氏葡萄球菌$浅绿气球菌$变异库克菌等病原微

生物-其他葡萄球菌主要是一些凝固酶阴性葡萄球

菌!革 兰 阳 性 杆 菌 中 有 部 分 芽 孢 杆 菌 "

!,

)

+1&

!

#$++4

#!其他革兰阳性菌主要是微球菌属"

'(

)

+1&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09%:;<=>?

!

@>

A

9>B<>C!"&'

!

DEF$()

!

5E$&'



&#$+#4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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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采样部位微生物检出情况$份%

采样部位 样本数量
鲍曼

不动杆菌

其他

不动杆菌属

其他革兰

阴性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其他

葡萄球菌

链球

菌属

革兰

阳性杆菌

其他革兰

阳性菌
真菌

自动存)取款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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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机密码键盘
(+ " , & & (+ ! !+ 1 &

门禁系统
1, & + ! " +! " (+ &( #

自助服务系统
'! # (! &+ + '& & #( +) &"

售货机
!& " ! " " !" & &( , "

排队取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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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机
+ ! " " " + " & ! "

合计
!+( ' +( &' 1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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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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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公共设施长期暴露在环境中!空气中的微生

物会降落在其表面!患者$陪伴人员及医护人员等通

过接触使其污染&

&+*&,

'

%对于判断医院公共设施的卫

生标准!根据
K[&+)'!P!"&!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将公共设施归类于
,

类环境!要求物体表面平均菌落

数
'

&"JL_

)

SB

!

&

&(

'

-根据
f@

)

8(,1P!"&!

.医疗机

构消毒技术规范/中+物体表面的消毒效果监测,结果

判定!要求物体表面细菌菌落总数
'

&"JL_

)

SB

!

-根

据
f@!"+P!""&

.公共场所用品卫生标准/中+与皮

肤接触的其他用品,的卫生标准!要求细菌总数
'

(""

JL_

)

!+SB

!

!不得检出大肠菌群%本研究采用江

洪&

&+

'等相同的方法"菌落总数
'

&"JL_

)

SB

!

#判定!

不同于厉小玉&

&(

'等"物体表面菌落数
'

&+JL_

)

SB

!

#

和胡泰欢等&

&!

'

"菌落总数
'

+JL_

)

SB

!

#的方法%采

集的
!+(

份公共设施样品中!污染率为
)+$,+4

!菌落

总数超标率为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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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机密码键盘$

排队取号机和饮水机超标率为
&""$""4

!分析原因为

接触频率太高!交叉污染严重!平时无清洗保洁!样本

数量较少等-自动存)取款机超标率为
1&$#(4

!与厉

小玉等&

&(

'报道的取款机合格率
("$""4

相当-自助服

务系统超标率为
#($)"4

!低于江洪等&

&+

'报道的

114

!分析原因为目前自助服务系统正在调试期间!

很多设备均有专人指导代替操作!数量庞大使得有的

机器使用频率较低!定期有保洁人员清洗擦拭-门禁

系统和售货机超标率分别为
#($#!4

和
#!$',4

!分

析原因为使用频率较低!特别是门禁系统!很多地方

使用刷卡感应!指纹和密码按钮很少使用或者直接没

使用%造成以上结果差异的原因还有("

&

#采集样品

的时机不同!本实验随机采样!未关注是否有人接触!

是否清洁$消毒前后-"

!

#样品处理及菌落计数方式不

同!本实验样品未做稀释处理!污染严重的样品菌落

计数存在误差-"

(

#采样实际面积统计方法不同!本实

验直接用尺子测量采样范围!并计算实际采样面积!

也未采用+

JL_

)件,表示结果%

根据
K[&+)'!P!"&!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怀疑

医院感染暴发或疑似暴发与医院环境有关时!应进行

目标微生物检测!本研究根据菌落及形态特点$涂片

染色镜检等方法对样品中存在的微生物进行分类%

未分离鉴定到大肠埃希菌等肠杆菌属&

1

!

&(

'

$表皮葡萄

球菌等病原微生物&

1

'

%造成以上结果差异的原因有(

"

&

#公共设施按钮污染程度$采样时机$样品处理方式

等不同-"

!

#结果判定方式不同!主要参照.中华医学

检验全书/与.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中的相关依

据!由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技师经验性辨认致病微生

物!存在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盲目性!只对常见的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进行分离$纯化及鉴定等!未将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

&1

'分离鉴定为表皮葡萄球菌&

1

'

$腐生

葡萄球菌和溶血葡萄球菌等-未将革兰阳性杆菌$链

球菌属$真菌和+其他,类菌鉴定到具体的种!造成在

微生物分离鉴定株数较少%检测到的
'

株鲍曼不动

杆菌和
1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主要来自自助服务系统$

排队取号机和饮水机!且排队取号机"

,

份#和饮水机

"

+

份#在样本数量"共
&&

份#极少的情况下还能检测

出
(

株鲍曼不动杆菌和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说明其

污染严重!威胁性强!应加强管理并给予重视-经药敏

试验检测出的
&

株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采样地点

为重症医学科门口放置的自助服务系统!极有可能来

自该科室!应加强该科室附近的公共设施管理%

'

!

结
!!

论

!!

本研究表明医院公共设施常用按钮微生物污染

严重!是引起医院感染的潜在因素和导致医源性感染

的重要媒介!也是医院感染管理中一个一直未引起足

够重视的薄弱环节%因此!应加强医院各类公共设施

的消毒管理制度及相关人员医院感染有关的理论及

技能培训!定期对医院内各类公共设施物体表面擦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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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加强卫生宣传!增强医务人员和患者的自我保

护和预防交叉感染意识-以减少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机

会!有效减少院内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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