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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验室微生物污染情况调查与生物安全防护研究

温志国!王全哲!安
!

亮

"包头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检验科!内蒙古
#09#$#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临床实验室微生物污染情况调查!探讨生物安全防护对策$方法
!

采用细菌培养%聚合酶链式反应

"

[(]

#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QR,;

#!在
0

个月内随机检测
$

次实验室各区域及物表微生物$结果
!

除采血室及工作人员手之

外!其他区域及物表微生物污染均未达到合格标准要求$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微生物污染情况并没有太大区别$结论
!

在保

证通风%定期消毒%合理使用生物安全柜及做好个人防护的条件下!实验区与生活区相对分开!完全可以保证实验室生物安全$

关键词"实验室&

!

生物安全&

!

防护

!"#

!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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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8$+90$#

"

%#00

#

0:+%0$9+#$

!!

生物安全管理是临床实验室重要的管理内容之一#它涉及

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外部环境的安全问题#尤其国家实施/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0及/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

理办法0之后#越来越受到临床实验室管理人员及各级卫生行

政监管部门的重视#广大学者在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方

面也进行了大量而有意义的探索*

0+9

+

'但在实验室建设(布局

流程设计(人员防护要求(基础设施配置等实际操作方面#不同

人员在理解与执行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偏差#造成理论与实际

情况的严重脱节#容易使实验室管理人员感到困惑'同时#一

些不切合实际的过度要求会使国内大部分实验室无所适从#也

会造成实验室资源的严重浪费'对此#本组以本实验室为研究

对象#对实验室内部各区及各种物表进行了微生物污染情况调

查#同时结合国家标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0

*

"

+

#世界卫

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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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6KDC>

A

TK7?KH

0第
$

版*

!

+

#美国/

'5=6KDC+

>

A

57T5EJ=M5=H=

N

5EKHK7@'5=GC@5EKHQKM=JK>=J5C6

0第
"

版*

8

+

#对

防护对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提供一

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2>

!

仪器与试剂
!

T+\

琼脂平板培养基$赛默飞世尔生物化

学制品有限公司#批号!

c&#3$83

%&注射用生理盐水&二次灭

菌的无菌棉签&消毒液浓度监测卡&

%1

戊二醛溶液&

:9

消毒

片&实时荧光定量
[(]

扩增仪$杭州博日科技%&乙型肝炎病毒

实时荧光定量
[(]

试剂$中山大学达安基因有限公司#批号!

%##3#08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WQR,;

检测试剂盒$北京

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病毒取样器$海南兴南峰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2?

!

本实验室基本状况
!

本实验室布局流程基本符合要求#

设实验工作区$临检室(常规化学室(细菌室(免疫室%(缓冲区

和清洁区$会议室(办公室(夜班室%&每日按照实验室内部制定

的/生物安全手册0进行操作台面(地面清扫#定期消毒#每日通

风#废弃物处理符合/消毒技术规范0要求&生物安全柜使用符

合要求&未进行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检测及相关工作'

>2@

!

采样
!

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0和
-'0"3:%g033"

/医

院消毒卫生标准0进行#于每个工作日上午实验工作最集中的

时段采样#在
0

个月内随机检测
$@

'

>2A

!

细菌培养与鉴定
!

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0进行'

>2B

!

乙型肝炎病毒监测方法
!

使用病毒取样器#采用荧光定

量
[(]

法进行乙型 肝 炎 毒 检 测#用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试 验

$

WQR,;

%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并进行平行对照

试验'

>2I

!

菌落的计算方法
!

空气菌落数的计算方式!

()*

"

G

$

h

"####O

"

;<

#其中
O

为菌群数#

;

为培养皿面积#

<

为放置时

间'台面(墙面(手(工作服(门把手(电话等物表菌落数计算方

式!菌落数$

()*

"

EG

%

%

h

平板上的菌落数
/

稀释倍数"采样

面积'

>2J

!

合格标准
!

依据
-'0"3:%g033"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0#

临床实验室为
(

类环境#要求空气中的细菌总数小于或等于

"##()*

"

G

$

#物体表面的细菌总数小于或等于
0#()*

"

EG

%

'

?

!

结
!!

果

?2>

!

实验室所有区域#除采血室空气(工作人员手之外#菌落

数均不超标'采血室空气超标为通风不良及人员相对集中所

致'见表
0

'

?2?

!

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微生物污染情况并没有太大区

别'相反#清洁区空气污染较严重#原因在于工作人员更多关

注污染区生物安全而忽略了清洁区'

?2@

!

鉴于对病毒人群感染率及相关标本数量的考虑#本组以

乙型肝炎病毒为代表选取有代表性区域进行病毒检测#同时分

别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QR,;

%和聚合酶链式反应$

[(]

%进行

了平行试验#结果显示工作人员手(标本分检台及试管架病毒含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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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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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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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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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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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2$%

!

O=20:



量相对较高#但也仅仅处于检测方法学下限#其他区域并未检测

出'但提示实验室生物危害主要来源于产生气溶胶的操作过

程#因此#产生气溶胶的实验操作应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

?2A

!

在物品表面类中#工作人员手表的菌落数最高#本组选取

的工作人员为标本离心(分检人员#污染概率相对较高#具有代

表性'

表
0

!!

各区域及物表微生物分布及种类情况比较

采样区域 菌落数K

乙型肝炎病毒M

[(]

法
WQR,;

法
细菌种类

标本分检室空气
0"82!

阴性 阴性 表皮葡萄球菌(微球菌(枯草杆菌

标本分检室墙面
# g g

标本分检室台面
#2%

阴性 阴性

实验区空气
8:2!

阴性 阴性 表皮葡萄球菌(微球菌(枯草杆菌

实验区台面
#

阴性 阴性

实验区墙面
# g g

采血室空气
!"%2""

阴性 阴性 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

采血室台面
#2% g g

微球菌

采血室墙面
# g g

标本分检离心机
#2!

阴性 阴性 微球菌

生物安全柜
#

阴性 阴性

生化仪
#29 g g

表皮葡萄球菌(微球菌

显微镜
$ g g

表皮葡萄球菌(微球菌(枯草杆菌

门把手
#2: g g

表皮葡萄球菌(微球菌

电话
!29 g g

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微球菌

标本试管架
"2"

阴性 阴性

缓冲区空气
392$ g g

表皮葡萄球菌(微球菌(杂菌

缓冲区地面
" g g

表皮葡萄球菌(微球菌(杂菌

缓冲区墙面
# g g

会议室空气
8:2!% g g

枯草杆菌(微球菌(杂菌

会议室台面
32! g g

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微球菌(杂菌

工作人员手
$"

阴性 阴性 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微球菌(表皮葡萄球菌

工作服
$28

阴性 阴性 微球菌(表皮葡萄球菌

!!

K

!菌落数单位#空气为
()*

"

G

$

#物表为
()*

"

EG

%

&

M

!

[(]

单位为
E=

IA

"

GQ

&

g

!无检测'

@

!

讨
!!

论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严格坚持消毒管理办法#定期清扫

与消毒#实验室微生物污染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相反#清洁

区不进行同样的消毒管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实验室良好通

风是保证生物安全的重中之重#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疾控

中心的相关标准要求#自然通风或单向通风都是可取的#但必

须保证*

:+3

+

'

现在国内大部分实验室均采用真空采血管进行标本采集#

同时闭盖离心'根据离心机(工作人员手及试管架污染情况来

看#实验室污染主要来自于开盖产生的气溶胶#所以在生物安

全柜中进行标本分检是必须的#同时正确选择和使用生物安全

柜是保证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有效屏障'从工作人员手污染情

况可以看出#实验过程中应佩戴手套#实验结束应进行有效消

毒*

0#

+

'

基于以上几点及本组实验结果#同时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

要求#临床实验室作为
%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保证通风(定期

消毒(合理使用生物安全柜及做好个人防护的条件下#临床实

验室在布局流程上只要做到实验区与生活区相对分开即可#至

于缓冲区并不是显得特别重要#考虑目前我国实验室的发展状

况及实际微生物污染情况#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基础上#合理配

置资源#避免过度建设与浪费是每一个实验室管理者及相关监

管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本组也旨在为临床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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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婚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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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朱建军0

!吴
!

芹%

!刘
!

芳0

!董文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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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妇幼保健所
!

%%9##0

&

%2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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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了解自愿参加免费婚检者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RU

#的感染状况$方法
!

对

:33"

例婚检者!进行
$

项血液传染性标志物检测$结果
!

:33"

例婚检者中!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阳性者
9#8

例"

92"%1

#&

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者
9%

例"

#2981

#&抗
+\RU

阳性者
#

例"

#2##1

#$结论
!

开展婚前血液传染性指标检测!对提高优生优育%

减少母婴垂直传播%控减新生儿传染病发生极为重要$

关键词"肝炎表面抗原!乙型&

!

\RU

&

!

梅毒螺旋体

!"#

!

0#2$3!3

"

4

2566720!8$+90$#2%#0020:2#9"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8$+90$#

"

%#00

#

0:+%0$!+#%

!!

乙型肝炎病毒$

\'U

%(梅毒螺旋体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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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染性疾病通过母婴垂直传播概率很高#为了优生

优育#提高人口素质#盐城市盐都区在全市首推免费婚前医学

检查#并将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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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抗体

和艾滋病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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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纳入必查项目'现对
:33"

例婚

检者进行
\'6;

N

(梅毒螺旋体抗体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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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并分析#以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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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染性疾病在自愿参加免费婚检者中的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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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检指定机构,,,区妇幼保健所自愿参加的免费婚检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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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用一次性真空管空腹抽取静脉血#分离血清后分别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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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抗体和艾

滋病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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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标志物#同时对所有婚检者做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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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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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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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血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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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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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建议自费加测乙型肝炎两对半#同时采用速率法检测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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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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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主要有酶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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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乙型肝炎两对半试剂采用上海科

华生物技术公司制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Q<

%试剂采用中

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品'梅毒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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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筛查#阳性者再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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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为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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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科新创$厦门%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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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富士株式会社提供的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试

剂盒'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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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采用英科新

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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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诊断试剂盒$双抗原夹心法%'阳性者送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检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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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者为艾滋病病毒

感染'以上产品均为合格产品#所用试剂均在有效期内'所有

实验严格按照质控和操作说明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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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对半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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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是医学上公认的影响结

婚和生育的疾病#婚前医学检查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

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的医学检查#它是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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