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愈合#所以在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手术后转归情

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结石清除率高于对照

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说明经皮肾镜

超声联合钬激光气压弹道碎石术安全性更高#效果更

好'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气压弹道碎石术使机体保持

低压或无压状态#减少机体发生感染的概率#清除结

石复发的内环境(钬激光光纤可以弯曲#不仅可以通

过硬性输尿管镜导入#也可通过软性输尿管镜导入#

对各个部位的肾结石都可以有效碎石#并且碎石时间

短#效率高#碎石还可通过尿液排出#更加安全)

省时*

%'

+

'

综上所述#经皮肾镜超声联合钬激光气压弹道碎

石术治疗复杂性肾结石#手术更安全)结石清除更干

净#同时能改善患者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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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枪二次使用在牙科手机清洗消毒中的应用

吴玉莲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上海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气枪二次使用在牙科手机清洗消毒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该院口腔科共有手机
%'$

支!从中随机抽取
'$

支!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

支!两组均采用专用手机层架!全

自动清洗消毒器!无润滑油模式清洗!实验组将手机清洗后二次使用气枪吹干内腔管路!用喷雾式注油法注油

$8$%E-

&对照组清洗后
&$[

烘箱烘干!用喷雾式注油法注油
$8$%E-

"比较两组油包现象!并使用物理%化

学%生物等监测方法判定灭菌合格率"结果
!

实验组高速运转机与低速运转机水分清除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手机不同转速分布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实验组手机锈

浊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实验组油包现象明显低于对照组!化学监测合格中化学指

示卡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物理监测合格率及生物监测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在牙科手机清洗消毒的干燥环节中使用气枪二次吹干!有助于减少油包现象!

保证灭菌合格!可提高工作效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气枪&

!

二次使用&

!

牙科手机&

!

清洗消毒

中图法分类号"

7%#&a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

口腔医学中的交叉感染问题越来越受到牙科专

业人士和公众的重视#目前#口腔科感染控制多集中

在高"低速手机)扩锉针)拔牙钳等口腔器械上#均取

得一定成效*

%

+

'其中牙科手机是口腔临床治疗中最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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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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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



常用的设备#因为在治疗期间它会与患者的唾液)血

液)斑块等紧密接触#因此#使用后患者口腔内的各种

致病微生物会不同程度地污染牙科手机#是一种非常

危险的物品'牙科手机必须经灭菌处理#如果灭菌不

合格#潜在的交叉感染危险性极大*

"

+

'自
"$%?

年
%"

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了.口腔器械消

毒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e]!$?/"$%?

*

(

+以来#牙科手机

高度危险器械,一机一用一消毒和灭菌-成为医院感

染的重点'彻底清洁和消毒是预防医院感染的重要

措施#设备的清洁和干燥是成功消毒的先决条件*

'

+

'

为了提高牙科手机的清洁和干燥质量#确保有效消毒

和灭菌#防止医院交叉感染#确保医疗安全#本研究尝

试对其清洗后用不同干燥方法进行比较#旨在为临床

提供最佳的方法#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随机抽取
"$%#

年
)X%$

月本院口

腔科
'$

只手机$日本
U]\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

支#各组包含低速运转机

与高速运转机各
%$

支#排除种植用手机'两组手机

污染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具有可

比性'

$8/

!

方法
!

两组手机均采用清洗
(

保养
(

包装
(

灭

菌
(

存储
(

发放的技术路线#手工操作部分由同
%

人

完成#该人员与数据采集)统计人员均对实验分组及

目的不知情'具体流程如下!$

%

%清洗#机械清洗使用

同一台清洗机#专用手机层架#全自动清洗消毒器#无

润滑油模式
)$r

清洗
!$E@>

'$

"

%清洗后干燥#实验组

用气枪吹干#对照组用
&$[

的烘箱烘
%!E@>

'$

(

%注

油保养#专用润滑油#采用喷雾式注油法#按一下注油

量为
$8$%E-

(不同型号手机使用不同的喷嘴衔接#

阻止油雾播散#注油后置入
&$[

烘箱烘
($E@>

'$

'

%

擦拭余油#实验组距注油孔约
!GE

处#气枪压力

"$$

!

"!$M2:

#吹
"<

后再用吸油纸擦拭余油(对照组

用吸油纸擦拭余油'$

!

%包装#纸塑袋单独包装'$

?

%

灭菌#预真空高压蒸汽灭菌#

%(' [

#

"$%8&

!

"")8(

M2:

灭菌
'E@>

'$

&

%存储#纸塑包装袋纸面清洁无油

包#化学指示卡变色为合格'

$8'

!

观察指标
!

$

%

%采用不同方法后比较两组手机

转速'使用测速盘与光电转速传感器检测手机转速#

转速检测结果需满足手机出厂标准$

($$$$$;

"

E@>

%#

空载转速要符合
%?$$$$;

"

E@>

的标准$

6]3&&#!/

%

%

*

!

+

'$

"

%采用不同方法后比较两组手机锈浊发生

率*

?/&

+

'锈蚀情况!对牙科手机表面和管道内部的锈斑

进行裸视)目测检查*

#

+

'$

(

%比较两组手机物理)化学及

生物监测的合格率#并通过肉眼观察两组油包现象'

$8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8$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Â

表示#两组间比

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两间比

较采用
!

" 检验'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两组手机水分清除效率比较
!

见表
%

'实验组

高速运转机与低速运转机水分清除效率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

表
%

!!

两组手机水分清除效率比较#

' Â

$

组别
&

高速运转机$

&W%$

% 低速运转机$

&W%$

%

实验组
"$ ?'8$)̂ )8?( ?)8$$̂ %'8!?

对照组
"$ '$8)(̂ #8?) "?8(?̂ !8(&

9 !8?'? #8?#)

!

#

$8$!

#

$8$!

/8/

!

两组手机不同转速分布比例比较
!

见表
"

'实

验组与对照组手机不同转速分布比例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8$!

%'

表
"

!!

两组手机不同转速分布比例比较&

&

#

c

$'

组别
&

$

($$$$$;

"

E@> %?$$$$

!

($$$$$;

"

E@>

#

%?$$$$;

"

E@>

对照组
"$ %!

$

&!8$$

%

(

$

%!8$$

%

"

$

%$8$$

%

实验组
"$ %?

$

#$8$$

%

(

$

%!8$$

%

%

$

!8$$

%

!

"

$8&%& %8$$$ %8#$"

!

$

$8$!

$

$8$!

$

$8$!

/8'

!

两组手机油包现象与各项监测合格率比较
!

见

表
(

'实验组油包现象明显低于对照组#化学监测合

格中化学指示卡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8$!

%(两组手机物理监测合格率和生物监

测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

%'

表
(

!!

两组手机油包现象与各项监测合格率比较&

&

#

c

$'

组别
&

油包现象$肉眼观察% 物理监测合格
化学监测合格

化学指示卡 纸塑袋变色
生物监测合格

对照组
"$ (

$

%!8$$

%

%)

$

)!8$$

%

%?

$

#$8$$

%

"$

$

%$$8$$

%

"$

$

%$$8$$

%

实验组
"$ $

$

$8$$

%

%)

$

)!8$$

%

"$

$

%$$8$$

%

"$

$

%$$8$$

%

"$

$

%$$8$$

%

!

"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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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8$!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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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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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

两组手机锈浊率比较
!

实验组手机锈浊率为

$8$$c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8$$c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W%$8!"?

#

!

#

$8$!

%'

'

!

讨
!!

论

'8$

!

牙科手机的使用及感染情况
!

牙科手机是口腔

科使用最多#最普遍的器械之一#目前已被广泛应用

于各类牙科疾病的治疗中#牙科手机也是导致医院感

染的重要诱因之一*

)

+

#牙科手机主要被医务人员手持

后污染'相关调查发现#若医务人员未严格执行手卫

生#手部细菌超标#将成为牙科手机感染的潜在罪魁

祸首*

%$

+

'另外#由于手机直接接触患者口腔#容易被

患者的唾液和血液中携带的大量细菌)病毒感染#如

乙肝)肺结核等*

%%

+

#而且市民的口腔卫生习惯不

同*

%"/%(

+

#门诊患者的口腔卫生知识和口腔卫生行为也

存在很大不足#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了口腔科患者口腔

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可能会加重手机污染的程度'另

外#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因手机切割)

#

速旋转)振动#

可破坏患者口腔黏膜组织屏障)导致其破损流血#并

且可形成含病原微生物#如嗜麦芽糖寡养单胞菌)人

苍白杆菌)微球菌属等的气溶胶和飞沫#污染诊室空

气'血源性传染病病原体可侵入患者破损口腔黏膜

而造成院内交叉感染(通过呼吸道传播的致病菌#则

可能以气溶胶)飞沫为载体#侵入患者呼吸道造成交

叉感染'因此#如手机消毒不彻底#就很有可能引起

院内感染$如患者之间交叉感染%#甚至会由此引发医

疗纠纷'鉴于此#牙科手机的有效消毒对于预防医院

感染至关重要'

'8/

!

不同干燥方法对牙科手机清洗消毒质量的影

响
!

手机使用后的理想处理流程#应当既能达到有效

灭菌效果)防范病原菌造成院内感染)减少由此造成

的医疗事故或纠纷#又能对手机造成最低程度的损

耗#保障患者的服务质量#有利于充分利用医疗资源'

"$%?

年
%"

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

.口腔器械消毒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e]!$?/"$%?

*

(

+中

提出的建议#与手动清洁比较#机器清洁在从手机内

腔的内壁移除生物膜时更可靠#机械清洗已成为主要

的清洗方式#需要注意的是#清洁手机后#内腔的干燥

过程是关键环节'近年来#临床牙科报告称#手机维

修率增加了约
%!c

'由于手机轴承尺寸小#结构紧

凑#清洗后除去的水分不能完全去除#油难以进入#可

能造成损坏'同时#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第二部分还要

求在清洗手机后内部管道应充分干燥*

%'

+

#而干燥不良

的仪器有可能导致灭菌失败'目前#压力气枪)医用

加热干燥箱)清洁消毒等是临床常用的干燥设备'然

而#关于干燥方法对牙科手机和消毒质量影响的研究

仍然较少#本院手机使用后#清洗)干燥)灭菌的具体

环节对清除病原菌效果尚不明确'处理流程对手机

可造成一定程度的损耗及损失#所以有必要优

化*

%!/%?

+

'为杜绝牙科手机保养后油包现象发生#保证

灭菌效果#作者尝试在传统干燥方法上加以改进#采

用气枪二次吹干与传统烘干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实

验组高速运转机与低速运转机水分清除效率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手机不

同转速分布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

实验组手机锈浊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8$!

%(实验组油包现象明显低于对照组#化学

监测合格中化学指示卡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物理监测合格率及生物

监测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

%'说

明随着手工注油后给予压力气枪吹干时间的延长或

者增加气枪吹干次数#不仅可增加水分清除效率#使

手机轴承表面存留的注油液量越来越少#同时也使油

包现象大大减少#手机使用的损耗率降低#灭菌合格

率提升'压力气枪是业界公认的管装置干燥设备'

依赖实践摸索验证#本研究采用在一次气枪吹干的基

础上在注油后进行气枪二次吹干#首先在清洗干燥

后#使用气枪将管腔吹干#注油后再次使用气枪去除

余油#这样可在注油时使轴承得到充分润滑#降低轴

承的损坏#对手机有较好的养护作用*

%&

+

'传统的干燥

过程使用一次#内腔不进行二次干燥#或附着在手机

的运动部件上#导致涡轮失去平衡#增加振动并损坏

轴承#从而难以达到理想的干燥效果*

%#

+

'

综上所述#气枪二次使用在牙科手机清洗消毒中

可有效消灭油包现象#保证灭菌合格#增强手机效能#

进一步达到控制医院感染发生#提高医患满意度的目

的#为今后加强管理)优化灭菌环节)减少手机损耗)

促使手机在临床的更好应用提供依据'但本研究也

存在一定不足#未能探讨手机使用后干燥等其他环节

是否可以优化#进而在有效灭菌的同时降低手机损

耗'同时#本研究调研手机发生损耗的时间相对较

短#将在今后进一步研究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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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氨基糖甙类和多黏菌素类耐药#偶尔可检出
"

/

内酰

胺类*

!

+

'本文通过
\/V

药敏纸片法选择本院常用抗

菌药物进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除对复方磺胺甲

唑)四环素)红霉素敏感外#患者注射哌拉西林"他唑

巴坦$属于
"

/

内酰胺类临床用药%)口服红霉素$本试

验敏感药物%治疗后#体温下降#白细胞正常#治疗有

效'对奥斯陆莫拉菌应该检测最低抑菌浓度#多积累

药敏试验数据#再结合临床疗效#为该菌引起感染的

治疗提供有效支持'奥斯陆莫拉菌株没有产生
"

/

内

酰胺酶#临床用药及实验室药敏试验结合效果明显'

奥斯陆莫拉菌属于莫拉菌属#为兼性厌氧菌#对

营养和孵育的条件要求高#在含
!c

羊血琼脂平板上#

其最适宜生长的条件为
!c

!

%$c

的
+3

"

或厌氧环

境#温度
(!

!

(&[

'奥斯陆莫拉菌生长速度较慢#培

养的第
"

天产生的菌落较小#容易导致报告延时'质

谱分析及
%?<;7U5

基因序列分析近年来开始应用于

临床微生物鉴定#通过质谱高通量分析得到蛋白质指

纹图谱#可实现对微生物可靠和快速分类鉴定#为临

床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报告'

基层微生物实验室设备匮乏#实验室人员技术水

平有限)专业知识欠缺#并且质谱分析及
%?<;7U5

分

析价格昂贵#导致不常见细菌的分离鉴定存在一定难

度#影响了检验科对临床提供有价值药敏试验报告的

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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